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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类呼吸系统疾病，

网友搜索最多的就是“能活

几年”“能否治好”“要不要

进行肺移植”。这种疾病的

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因此经

常被人忽略。这就是间质

性肺病，看似“杀伤力”不强，

其实种类非常多，大部分具

有进展缓慢、不可逆的特点，

少部分快速进展，甚至危及

生命。今天是世界呼吸日，

记者采访了上海市胸科医

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

主任李锋。李锋表示，反复

咳嗽或气喘数月，需警惕这

类疾病，勿因大意而错失最

佳治疗时机。

病因涵盖200多种
68岁的赵先生有吸烟

史30年，近2年反复咳嗽、胸

闷气促，以前可以一口气轻

松上4层楼，现在爬2层楼就

气喘吁吁。最近2个月，因

咳嗽症状越来越重，赵先生

来到上海市胸科医院检查。

李锋听诊发现，赵先生两下

肺有较多啰音，肺功能检查

显示通气功能和换气功能明

显下降，CT检查发现肺部有

肺气肿并严重纤维化，诊断

为“吸烟相关性间质性肺病、

肺纤维化合并肺气肿”。

“间质性肺疾病并非只

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疾

病。病因非常复杂，涵盖

200多种，包括吸烟、职业暴

露、病毒感染、基因突变等。”

李锋解释，目前为止，大多数

间质性肺病尚不能治愈，但只要能

够明确病因、对症治疗，积极配合专

业医生，就能达到减轻和稳定病情

的目的，“对于吸烟相关性间质性肺

病，患病的往往是50岁以上的中老

年人，特别是吸烟的人。”

肺里洗出28升“牛奶”
患上间质性肺病的并非完全是

老年人，上海市胸科医院就曾接诊

过年仅17岁的间质性肺病患者小

徐。小徐2年来一直感觉喉咙有

痰、胸闷气促，曾在当地医院就诊为

肺泡蛋白沉积症。

“这是一种比较少见的间质性

肺病，发病原因不明。典型症状就

是可以从肺里洗出大量牛奶

样的物质，因此也叫牛奶

病。”李锋表示，由于磷脂蛋

白在肺泡内不断沉积，淤塞

在肺泡和支气管，使肺通气

功能受阻。全肺灌洗治疗是

治疗肺泡蛋白沉积症最有效

的方法。医生给小徐实施了

全麻气管镜下肺灌洗，分两

次治疗后，足足洗出28升乳

白色液体，小徐的症状明显

好转。

在上海市胸科医院，每

年门诊间质性肺病患者有

6000多人次，住院患者有

500多人次。通常，特发性

肺纤维化以中老年吸烟男性

居多；风湿免疫病相关间质

性肺病以女性居多；结节病、

肺泡蛋白沉积症可发生于各

个年龄段人群。

早诊早治别想当然
李锋说，间质性肺病常

见临床症状是咳嗽、呼吸困

难，早期症状较轻，随着疾

病进展，症状会进行性加

重。“如果中老年人觉得上

楼梯变慢、有点喘，比如上3

层楼需要停下休息好几次，

这可能并非因为岁数大了

体力不支，而要想到是不是

间质性肺病。疾病发展到

晚期，活动后胸闷气喘，很

多患者还会误以为是老慢

支、慢阻肺或冠心病。因

此，胸部CT检查是早诊早

治的重要方法。”

确诊疾病后先找病因，

尽可能去除，并积极治疗并

发症。李锋表示，对于终末

期肺纤维化患者，为了延长

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最

终需要肺移植。当然，还有一些新

的治疗手段，比如干细胞治疗等，学

界正在尝试和摸索中。

此前，上海的新冠感染高峰过

后，一些感染者的肺部出现间质性

肺病或者肺间质异常。李锋表示，

还是要分两种情况来看，一种是间

质性肺炎，表现为肺部磨玻璃影、

实变影，采用抗氧化药物，必要时

辅以小剂量激素抗炎治疗，3—6个

月复查，基本吸收好转；另一种是肺

纤维化，表现为肺部网格影、蜂窝

肺，主要采用抗炎、抗氧化药物，特

别严重的可以采用吸氧、抗纤维化

药物治疗，多数在3—12个月内慢

慢好转。 本报记者 左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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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在上海市档

案馆举办的“数字技术助力

红色档案保护利用”学术交

流会上，为期一个月的“数

字记忆新时代——上海档

案创新发展展示体验活动”

同步启动，打造了“数字档

案馆（室）一体化”“档案保

管保护现代化”“电子档案

长期安全保存”“音像档案

全流程管理”“新技术在档

案领域应用”“档案数字人

文互动”等6个主题场景专

区。图为档案抓取机器人可
实现档案无人化智能管理
本报记者 孙云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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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老师在屏幕上可以把试

卷放大，不用担心考生字小看不清。”

“主观题和作文都至少有两名

老师打分，误差较大还有层层仲裁，

老师真的很负责。”

昨天，在2023上海秋季高考语

文评卷点，9位来自本市各区的考

生家长代表成了幸运儿，获得“探

秘”评卷点的机会。几间阅卷教室

走访下来，家长们说得最多的词是：

放心。

家长感叹：
提醒孩子把字写好
据了解，今年上海约有5.4万位

考生参加高考，答卷总量近17万

份。除盲卷外，今年评卷工作继续

采用网上评卷，扫描题块数量近

185万个。今年，上海共有1000余

位评卷教师和工作人员参与评卷。

在语文评卷教室里，桌上风油

精、花露水等提神醒脑的物品一应

俱全。老师们各自的电脑屏幕上会

显示被切割好的题目，由老师根据

考生作答情况、对照评分细则给出

分数。不少老师选择将电脑屏幕调

成浅绿色，避免视觉疲劳。

经过放大处理，考生每一个字都

可以放大到指甲盖大小，每个笔画都

清晰可见。“看到试卷能放这么大我

就放心了！不过我回去要跟孩子还

没高考的朋友说，一定要提醒孩子

把字写好，而且要在规定区域内答

题。”浦东新区家长代表戴女士感叹。

古文释义：
正确答案不止一个
根据阅卷流程，答卷由评卷系

统随机均衡派发给评卷教师，每一

题均由两位老师分别评阅，两位老

师的评分误差在规定阈值内，即取

平均值；若超过规定阈值，计算机再

将试题发送给第三位老师——评卷

组组长进行评阅，以将误差控制到

最小。

记者留意到，在古文评卷组，不

少老师手边都摆着一份详细的笔

记，列出了考生们对一个加点字给

出的不同释义。这意味着根据评分

规则，正确答案不止一个。

“高考牵动着考生的利益，语文

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可能有唯一

的固定答案。哪怕是一个词语解

释，虽然有参考答案，但是和它同义

的解释会有很多个，我们就要琢磨，

哪些可以作为细则，进入‘踩分

点’。我们要尊重科学性，而这一切

都是为了考生。”高考语文评卷中心

组相关负责人说。

事实上，为了鼓励学生在语文

学习过程中积极思考，而不仅仅满

足于背诵“标准答案”，从2017年开

始，上海就成立了“语文主观题评阅

组”。今年，这个组由14位老师组

成，专门对主观题进行评分。从

2009年开始，上海已对数百名资深

语文教师进行多轮培训，遴选出核

心骨干教师，授予高考作文评卷的

“上岗证”，构筑起上海高考作文评

卷工作的“专家库”。

在评卷开始前，评卷中心组会

花两天时间“磨卷”，通过大量采样，

不断完善评分标准，从而制定出评

分细则。评卷点与所有参与评卷的

老师均签订了安全保密责任书，确

保评卷期间及评卷后有关评卷信息

安全。

据悉，整个评卷工作将于6月

22日前完成，6月23日公布高考

成绩。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每道主观题至少两名老师打分”
考生家长“探秘”上海高考评卷点，说得最多的是“放心”

近日，复旦大学、西安交大、中

国医学科学院等26家单位联合发

布中国人群泛基因组联盟（CPC）

一期研究进展。北京时间6月14

日，相关成果以《基于36个族群的

中国人泛基因组参考图谱》为题，

发表于《自然》（Nature）主刊。据

悉，这是我国学者领导的人群基因

组研究首次发表于《自然》主刊。

具有巨大潜在价值
这项研究初步构建了我国人

群的泛基因组参考图谱，发现了在

人类通用参考基因组上缺失的约

1.9亿个碱基对的参考序列；新鉴

定了约580万个点突变或小变异，

以及3.4万个结构变异，涉及大量

潜在功能原件，包括至少1367个

蛋白质编码基因；发现通用参考基

因组上缺失的参考序列富集了适

应性演化和起源于远古人类的遗

传变异，并且与角质化、紫外线辐

射应激、DNA修复、免疫反应及寿

命等表型或功能相关。

这项研究也显示了建立我国

自己的人群泛基因组图谱十分必

要，在重构人类演化历程、挽回复杂

疾病研究时“丢失的遗传率”等研究

和应用中，具有巨大的潜在价值。

支撑精准医学发展
人类参考基因组是广泛用于

人类遗传学和医学研究的遗传密

码“导航图”。从2001年首次发表

人类基因组草图，人类参考基因组

经历了数十次的更新迭代，发展到

目 前 广 泛 使 用 的 第 38版 本

（GRCh38）。人类参考基因组从

“线性一维序列”过渡到“泛基因组

多维图谱”。

据介绍，目前通用的人类参考

基因组皆基于欧洲白人为主体样

本构建，难以代表非欧裔族群尤其

我国族群的基因组多样性。

作为人口大国，我国巨大的人

口基数和丰富的人群多样性是发

展人类基因组学和精准医学的重

要优势：西南部高原地区分布着众

多藏缅、南亚语系族群，东西方人

群在西北部丝绸之路沿线交融，苗

瑶语族人群在云贵地区世代繁衍，

蒙古、突厥人群曾游牧于北部风沙

地，通古斯语族抵抗严寒一路向北，

台-卡岱（侗台）族群的先辈亦曾穿

梭于南方丛林河谷。构建能够代

表中华民族遗传多样性的中国人

群泛基因组图谱势在必行且迫在

眉睫，这将极大提高捕获罕见或低

频遗传变异的灵敏度和准确性。

为此，复旦大学徐书华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叶凯教授联合国内

26家单位发起了中国人群泛基因

组联盟，旨在建立我国专属参考基

因组和泛基因组资源和分析体系，

形成我国自主可控的人类基因组

资源与核心技术，支撑精准医学发

展，服务“健康中国”战略。

为科研提供新线索
在第一期研究计划中，中国科

学家新发现的遗传变异可能与亚

洲人群特有的疾病易感性及表型

多样性有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α-珠蛋白基因簇，研究人员在该基

因区域鉴定出两个中国人群特异

性的大规模结构变异，包括一段

20kb的缺失序列和一段10kb的重

复序列，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群贫

血症的遗传机理和致病机制提供

了新的线索。

此外，研究人员发现了相当大

比例的古人来源基因序列——平

均每个族群和每个样本中分别有

约15Mb和约9.5Mb的古人来源新

序列。这可能是前期开展大量研

究却未在现代人基因组中发现的

古人基因渗入序列，或将为东亚现

代人基因组中的古人基因渗入研

究乃至整个古DNA领域提供新的

信息资料和线索。

从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只承

担“1%”的图谱绘制任务，到今天

中国人群泛基因组图谱“100%”由

中国科学家完成，这项研究成果展

现了中国生命科学尤其是基因组

学的科研水平在过去40年间的历

史性跨越，也为人类参考泛基因组

图谱绘制了“中国画卷”。

本报记者 张炯强

遗传密码“导航图”有了“中国画卷”

《基于36个族群的中国人泛基因组参考图谱》
研究成果发表于《自然》主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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