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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臭味、血腥味、烂苹果味……一些患者深受口气困扰

产生口气原因复杂，要找出“元凶”
“我总觉得嘴里有臭鸡蛋的味道。”

“医生，为什么我嘴里有股尿味？”每周二
上午，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的口气多
学科联合门诊，总会遇到一些备受口气
困扰的患者。酸臭味、血腥味、烂苹果
味、死老鼠味……臭味从何而来？该怎
样消除呢？

“我国有近  %的人受口气困扰。
产生口气的原因纷繁复杂，诊断、治疗并
不简单。”华东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陈源文
说，今年初由口腔科牵头开设了口气多
学科联合门诊，消化内科、口腔科、耳鼻
咽喉科专家共同出诊。半年来，数百名
患者在这里成功找到产生口气的罪魁
祸首，经治疗后重获清新口气。

■ 陈源文（左）和韩朝两位专家在给联合门诊的患者做检查
左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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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郜阳）
记者今天从华东师范大学

获悉，该校与复旦大学科

研团队共同研发的抗肿瘤

恶病质与增肌领域的临床

前小分子原创新药，近期

与国际生物制药公司达成

了总额为1亿美元的全球

权益合作。

肿瘤恶病质是各类恶

性肿瘤患者的主要并发

症，临床特征是肌肉萎缩、

脂肪降解导致体重显著降

低，在病程后期出现多器

官衰竭导致死亡。“50%—

80%的恶性肿瘤患者晚期

会发生肿瘤恶病质，这也

是导致众多肿瘤患者死亡

的主要原因。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FDA）至今

尚未批准过特别针对肿瘤

恶病质的治疗药物。”华东

师范大学上海分子治疗与

新药创制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章雄文教授介绍。

肿瘤恶病质发生时，

血液中的TGF-β家族配

体激活骨骼肌细胞膜上的

ActRIIB，激活各种形式的

蛋白质降解，抑制蛋白质

合成。团队研发出的新型

口服小分子药物是一种

ActRIIB抑制剂，能阻断该

通路，减少肌肉萎缩，改善

握力，缓解肿瘤恶病质症

状。这是目前全球唯一公开描述的

选择性抑制ActRIIB信号传导的小

分子化合物。

相比传统大分子抗体药物生产

成本高、运输与储存条件严苛的情

况，小分子抑制剂更适合口服，具有

运输与储存方便、稳定性好、

膜通透性高等特点，更有利

于今后肿瘤恶病质的临床治

疗，且预计市场价格仅是传

统大分子抗体药物的三分之

一，普通患者也能负担得起。

小分子ActRIIB抑制剂

还能成为肥胖症药物GLP-1

（胰高血糖素样肽-1）的“黄

金搭档”，实现“增肌去脂”。

来华东师大工作前，章

雄文在药企长期从事肿瘤靶

向药物开发，但他发现肿瘤

靶向药物一般只针对单一的

某种肿瘤的治疗，且靶向药

物使用到一定阶段很快会产

生耐药性，需要不断迭代。

他意识到，肿瘤并发症的治

疗及肿瘤患者生活质量的改

善，才是能够造福广大肿瘤

患者的研究方向。

十年前，章雄文离开靶

向药研发领域，来到高校开

始药理学研究，开启抗肿瘤

恶病质的药理研究新方向。

十年来，他率领课题组对肿

瘤恶病质的发病机制、新靶

点探索与药物治疗展开长期

探索，先后筛选评价了多种

小分子化合物、中成药及其

活性成分对肿瘤恶病质肌萎

缩的缓解作用及机制研究。

“成果转化能力和科研、

教学能力同样重要，既不能

只注重发论文，忽略产业应

用，也不能忽视基础研究的重要

性。”章雄文说，要继续发挥好药理

学在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之间的桥

梁作用。记者获悉，章雄文带领的

科研团队目前还在积极推进治疗肿

瘤恶病质的临床前新药研发项目。

投身科创热海
担当成果转化“催化剂”

上海交通大学首届技术转移专业硕士毕业

与
药
企
达
成
一
亿
美
元
权
益
合
作

沪
上
高
校
﹃
强
强
联
手
﹄
研
发
临
床
前
小
分
子
原
创
新
药

闭嘴太久“捂”出口气

一名中年男子戴着口罩走进诊

室，诉说自己的困扰。“医生，我有口

臭两三年了，平时长时间不说话就

有味道，换了好几种牙膏都不管

用。总觉得口干舌燥，牙龈也时常

会出血。”仔细询问了患者的饮食习

惯、口臭时间、是否吸烟等信息后，

耳鼻咽喉科韩朝主任医师还为他做

了详细的扁桃体检查，发现他有扁

桃体炎。“你的情况比较复杂，很多

因素都会导致口臭，建议你先保守

治疗，去除这些因素。”口腔科赵英

华医生告诉他。

很多患者因为口气而就诊，吃

口香糖、用漱口水、吃益生菌，用了

多种方法，但只是暂时掩盖了口腔

异味。口气不仅仅是口腔问题，要

根治口臭还要从根源下手。

口腔科主任李静副主任医师

说，口气一般分为两种，生理性和

病理性。生理性口气主要是由于

食用了有异味的刺激性食物，或因

抽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引起的

短暂性口腔异味，也可能因夜间口

腔细菌过度生长引起。要预防或

解决此类口气的发生，需要保持口

腔清洁、忌烟酒、养成良好的作息

习惯。

有意思的是，有的年轻人上班

时间对着电脑，聊天也都靠打字，长

时间不说话，竟也“捂”出了口气。

“长时间不说话、不张嘴，的确会带

来口腔异味，这是由于口腔内微生

物代谢活动增加，唾液流量生理性

减少，这种生理性口气通常在早上

醒来时最常见。此外，餐后未能及

时彻底做好口腔清洁，不能好好清

理舌头上和牙缝里的残渣，也会造

成生理性口气。这种口气通常喝杯

水或刷个牙就能起到一定的改善作

用，但也会反复和迁延。”李静还说，

“舌背有许多沟裂和凹陷，食物、细

菌、白细胞和脱落的上皮细胞都可

在舌背堆积而引起口气。因此，发

现自己的舌苔很厚或颜色很深时，

可轻柔地刷洗舌苔。”

“牙结石、牙龈炎、牙周炎等疾

病，都会导致口腔内滋生大量细菌，

厌氧菌经过发酵分解，也会产生

具有恶臭味的挥发性硫化物。”李

静说。

扁桃体结石带来恶臭

60岁的朱阿姨被丈夫提醒“口

臭严重”，像是“口中含着一只死老

鼠”，朱阿姨试了各种牙膏、漱口水

和口腔喷雾，都无法消除这种异

味。经人介绍后她来到这个门诊，

竟被诊断为扁桃体结石。

“很多患者都是第一次听说扁

桃体上也会长结石。”耳鼻咽喉科主

任韩朝主任医师告诉她，比较常见

的扁桃体结石，就是扁桃体隐窝所

沉积的细菌、病毒、代谢产物及食物

残渣等形成的干酪样硬块，如果结

石周围化脓感染，还可引起咽痛不

适与反射性耳痛等。有的患者会在

不经意间咳出白色的颗粒，味道如

臭鸡蛋味一般难闻。

在取出扁桃体结石后，口气问

题可以得到缓解。如果扁桃体结石

仍然反复发作，也可以选择将扁桃

体切除。在门诊，韩朝主任为所有

预约患者都检查了扁桃体，发现因

扁桃体引发口臭的患者并不少。

病理性口气要及时治疗

在联合门诊，医生们也遇到很多

患者咨询，“我的口气问题是否跟幽

门螺杆菌（HP）感染有关？”对此，消化

内科主任陈源文主任医师坦言，“如

果感染了HP，可能会加重口气。但

并非所有感染HP的人都会口臭。”

有的患者反复排查幽门螺杆菌，

在陈源文看来是没有必要的。还有

的患者试了各种漱口水，都不能解

决口臭问题。陈源文表示，市面上

所售的漱口水和医用的漱口水不一

样，医用的漱口水具有抑菌作用，是

处方药，对治疗口臭效果较好。

口臭的检测方法多种多样，最

简单的是患者请家人配合进行气味

反馈，还能收集呼出的气体，通过化

学试剂检测，得出口臭的专业评

分。陈源文介绍，口气测量仪的使

用目前还在科研阶段，尚未正式进

入临床。机器可探测口气中可挥发

的硫化氢、一氧化氮等挥发物。“这

个女患者的硫化氢指数大于70，属

于比较高的值，她口气问题相对严

重，给她开了抑菌的漱口水；此外她

的胃肠道菌群也有一些紊乱，可以

服用益生菌调理。”陈主任说。

陈源文提醒，病理性口气包括

各类健康问题，最重要的是找到“元

凶”，比如肾功能问题、消化系统疾

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所带来的

口腔异味都不同。因此，出现口臭

需要检查、治疗，不能掉以轻心。

本报记者 左妍

从单一技术到跨学科知识框

架建立，从投融资视角切入前沿科

技，组团实践历练融合共创……最

近，上海交通大学首届技术转移硕

士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徐

汇校区浩然高科技大厦举行，全国

首批拥有技术转移专业学位的专

门人才肩负使命投身科创热海。

视野宽了 实力强了

本科毕业就踏上工作岗位的

严玮，此前在一家车企担任数据工

厂负责人。随着职位的提升，严玮

发现很多问题无法通过单一技术

手段解决，需要更宽的知识面发现

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寻找最优

解。技术转移硕士项目2年的学习

中，他完善了自己的知识体系，而

且还从实践中检验了能力。

在《科技成果转化实践项目》

课程中，严玮与7位同学组队参与

上海交大人工智能研究院王宇光

关于人工智能辅助蛋白质生成的

转化项目。在半年的时间里，他与

不同背景的队员一起为这一生物

技术前沿领域的项目撰写商业计

划书，对标国内外相似的竞争对手

调研技术水平，锚定细分应用寻找

先发优势。这一项目正处于投融

资的最初阶段，技术转移班的队员

与王宇光团队互补，为项目点明技

术优势、展示应用潜力，推进了转

化进程。

看得深了 更敢投了

毕业生张明星来自一家风险

投资机构。读研的这段时间，他发

现，这是一个接近未来创新独角兽

的好机会。缘于学院组织的科技

成果转化实践项目，张明星在一场

见面交流会上认识了“基于AI的个

体化肿瘤mRNA疫苗”项目的负责

人、上海交大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副

研究员石毅。“交流中，我发现石老

师从事的研究技术非常领先，他所

在的计算生物学赛道也有广阔的

未来发展空间，并且石教授对通过

自己成立公司来完成科技成果转

化这件事也非常坚定，这与我们机

构的投资理念非常契合。”

在这样的共识下，张明星推动

了该项目在公司内部的立项、尽调

和决策等环节，领投800万元天使

轮投资，同时积极为石教授在公司

运营、市场扩展、团队搭建等方面

提供建议和支持。

规模培养 加速催化

《2021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显示，我国发明专利的产业化率为

35.4%，高校和科研机构发明专利

的产业化率分别为15.6%和3%，与

欧美国家70%~80%的整体转化率

和20%~30%的高校与科研机构转

化率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推动

高校与企业“牵手”合作，关键在于

促成两者之间的“化学反应”。催

化的关键，则在于具有多学科视

野、全能型的职业经理人级别的优

质人才从中弥合协调，协助打破僵

局困境，打通转化路上的堵点。

为此，上海交大于2021年获教

育部批准设立全国首个“技术转移

专业硕士学位点”，面向国家发展

关键行业及领域，着力培养系统掌

握技术转移学科理论和科创企业

融资知识，具备技术战略规划能

力、前沿技术商业化能力、科技与

金融融汇能力和特定行业研究分

析能力的复合型领军人才。截至

目前，累计招生350余名，平均年龄

36岁，平均工作年限13年，75%以

上拥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背景，

大多长期从事技术研发、金融服

务、孵化支持等科技创新相关工

作。如同严玮和张明星，上海交大

技术转移硕士学生大部分已从事

技术研发、金融服务、孵化支持等

科技创新相关工作多年，有的负责

创新产业园建设，积极推动科技创

新链条缺位互补；有的从事投资工

作，关注“投早、投小、投硬”，为交

大科研团队引入资金。通过这样

的聚合与驱动，一批有实际效益和

创新意义的科技成果已成功转化

落地。 本报记者 易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