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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身高1.7米，体重207斤，患肥胖症、2型

糖尿病、高血压，下肢水肿不退，整天头昏脑

涨，即使短短的路程都需要休息好几次才能

走完……年逾六旬的陈农感到身体像一座

摇摇晃晃的老房子，生活艰难。然而，仅仅

半年时间，他成功减重至150斤，身体各项指

标都变好了，生活迎来了巨大转机。他是如

何做到的？

陈农是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

心（MetabolicManagementCenter，MMC）模

式的受益患者。瑞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

任王卫庆教授今天介绍，MMC由中国工程

院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光发起，8年来已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近2000家中心，管理

着超250万糖尿病患者，助力他们实现“多

维达标”。

构建精准健康数据基础
最新流调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人的

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和高尿酸血症的

患病率分别为12.8%、27.5%、40.4%和14%

左右，且许多患者多种代谢性疾病并存；我

国2型糖尿病患者中约60%伴有高血压，

67%合并血脂异常，2型糖尿病患者中，血

糖、血压和血脂控制综合达标率仅为5.6%；

“三高”并存时，这三种危险因素相互影响、

相互加重，产生协同作用，容易诱发心血管

事件，带来死亡风险，已成为严重影响人民

健康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慢性疾病。

糖尿病治疗强调综合性，治疗方案越来

越精细化、个体化，但令瑞金医院内分泌代

谢科主任王卫庆着急的是，基层对代谢性疾

病的综合管理不够完善，我国血脂检测率为

32.0%，糖尿病患者社区健康管理率为

58.5%，规范化健康管理率为52.1%，而且这

些数据在有些省份还更低。“中国不缺内分

泌医生，但是内分泌医生并不都会看内分泌

病；每家医院都能看糖尿病，但是糖尿病患

者却仍然无处不在。这都是因为缺乏规范、

标准和管理，患者规范随访也很难，导致病

情进展，并发症出现。”

2016年，由宁光院士牵头的MMC诞生，

建立覆盖全国各级医疗机构统一规范化的

代谢性疾病管理模式，针对血糖、血压、血脂

及尿酸等代谢性指标的综合规范化管理。

宁光院士透露，MMC成立之初就立下“建设

1000家MMC中心，管理1000万糖尿病患

者，将中国糖尿病的发病率降低1%，糖尿病

各种并发症患病率降低10%”的目标，目前

已成功实现第一个目标。

为什么要建MMC？王卫庆解释，患者

来到中心，只需要在一个物理空间就能够完

成所有相关检查。曾有一个50多岁的外地

患者，因眼底病变辗转多个科室，最后才发

现竟是由于糖尿病。实际上，等到并发症发

生，说明糖尿病已经到了后阶段。如果早点

确诊，规范治疗，不会那么快引起并发症。

为了减少这样的遗憾，MMC建立了492项标

准操作规程，明确标准，规范服务，为患者构

建精准的健康数据基础。“细化到连抽血都

是标准化的。”王卫庆说。

形成四级防控网络
这些年，伴随“健康中国行”，王卫庆和

团队的足迹走过祖国大江南北。我国幅员

辽阔、人口数量庞大、慢性代谢性疾病发病

率较高，MMC模式创新性地构建了“筛—

诊—治—管”一体化体系，通过数字化手段

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慢病管理网络全覆盖，

还通过“1+X”模式及区域一体化策略，有效

联通各级医疗机构，形成四级防控网络。

其广泛覆盖全国2000家医院，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糖尿病防治计划。该平台与众多医

院实现数据联通，极大节省了医护人员的

工作时间。

截至目前，MMC管理患者超250万人，

每月新增管理患者7万，形成标准化管理体

系，全国推广实施，使包括边远地区如新疆、

西藏、青海等地的慢病患者也能享受标准化

的诊治模式。在MMC标准化管理之下，患

者的糖化达标率从2016年的19.28%提升至

2024年的48.63%，代谢指标综合达标率从

2016年的6.40%提升至2024年的19.01%，

达到或超越国际先进水平。不仅如此，通过

MMC的管理，显著降低了糖尿病引发的心

脑血管病变、视网膜病变、肾病及足部病变

等多种并发症的发生率。

健康数据也带来了更大的价值——

MMC产生的大量数据有助于更加精确地刻

画代谢性疾病的全表型特征，借助人工智能

技术，识别出代谢性疾病的高危因素、早期

预警信号以及并发症发生的关键节点；同时

MMC建立了一个涵盖全国多中心的前瞻性

数据库，其中包括临床数据和生物样本库的

标准化采集和存储，形成了百万人级千万人

份的生物样本库体系。

目前，基于这些基础，团队已开发出更

符合国人特征的“瑞宁知糖”和“瑞宁知心”

系列糖尿病及并发症风险预测软件，准确率

达90%；建立AI眼底阅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筛查流程，缩短时间从原先5分钟至30秒，

大幅提升效率。

“坚持做MMC，患者获益，血糖被更好

地控制；医生获益，更多的医生提升了科研

能力；因为医院获益，能有效管理更多的患

者；社会获益，减轻了社会整体的医疗支

出。这是符合价值医疗理念的。”王卫庆说。

本报记者 易蓉

半年，他从   斤减重至   斤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昨

天宣布，中国代谢解析计划 ChinaMAP

（ChinaMetabolicAnalyticsProject）正式将

积累了近20年的相关生物样本库向世界开

放。中国工程院院士、瑞金医院院长宁光今

天透露，这个时候宣布开放数据库，体现了

一个科研平台的胸怀和善意，希望建立起与

国内外同行沟通的桥梁，助力全球同行共同

为人类健康而努力。

建300万人代谢病生物样本库
中国代谢解析计划ChinaMAP，是由国

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瑞金医院

内分泌学科）牵头，联合全国多家研究机构

和医院，依托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上海）和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展的一项覆盖全国的队列研究项目。项

目集聚全国乃至全球能量代谢学者，利用多

种技术和平台，深入解析能量代谢机制及代

谢失衡致病，并寻求代谢稳态维持的方法。

ChinaMAP通过五个不同的临床队列和

群体研究，已建立共300万人的代谢病生物

样本库即M-Biobank。其中，全国糖尿病调

查研究15万例、中国心血管代谢与恶性肿

瘤队列研究（4C）20万例、国家标准化代谢

性疾病管理中心（MMC）250万例、中国青少

年重度肥胖队列（GOCY）3600例、中国成人

2型糖尿病降压治疗目标研究（BPROAD）

12000例。

瑞金医院内分泌团队打造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多组学数据分享平台以及分析平

台“组学港（OmicsHarbour）”。从平台建立

初始就将“共享、让世界共赴中国代谢新组

学解析之约”作为宗旨。在国际上，欧美人

群队列组学研究起步早于中国，但由于中国

和欧美人群在遗传背景和特征上存在巨大

差异，欧美的基因组发现并不完全适合中国

人，中国人必须拥有自己的基因组解析计

划。因此，瑞金医院牵头开展了基于中国自

然人群和疾病队列的“中国代谢解析计划

（ChinaMAP）”。

一期覆盖全国27个省份
目前，ChinaMAP已完成了一期1万人和

二期10万人队列的组学数据库建设，成为具

有国内代表性和国际知名度的人群队列之

一。研究显示，中华民族呈现跨地理区域人

群遗传背景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首次揭示了

汉族人群可分成七个亚群。中国代谢解析

计划一期覆盖全国27个省份、8个民族，建

立了迄今为止中国覆盖最全面的基因组学

数据库。

“组学港”平台依托国家代谢疾病临床研

究中心（上海）近20年所积累的45万人的自然

人群队列基础以及已收集的300万人的生物

大样本，涵盖基因组、蛋白组、代谢组、肠道微

生物组等丰富组学资源，并收集了超过1500

种疾病与表型信息，随访超过10年时间。

更重要的是，“组学港”平台以人工智能

与药物研发为核心推动力，目标是填补中国

在这一领域的空白。鉴于该平台对药物靶

点研发的潜力，现阶段瑞金内分泌团队正积

极筹备药物研发方向的成果转化。

本报记者 左妍

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覆盖全国，8年管理超250万糖尿病患者

中国代谢解析基因库向全球开放
瑞金内分泌团队现阶段正积极筹备药物研发方向成果转化

今天是联合国糖尿病日

  月  日傍晚，在断更三年多后，知名
传统文化短视频创作者李子柒再次更新微
博，并在一小时内连发两条视频，在互联网上
引发巨大轰动，迅速占领各大热搜榜单，甚至
连许多海外网友也为她的回归欢呼雀跃。众
所周知，互联网短视频创作者的走红“保质
期”很短，一代代“网红”如同走马灯一般“你
方唱罢我登场”，而这位曾经的“流量女王”是
如何做到断更三年、回归依然成为顶流？

李子柒    年起在美拍上发布她的视
频，内容以田园生活为主，所有创意、内容和
拍摄都由她和伙伴们一起完成。    年，她

的一个制作桃子酒的视频引起一个视频制作
平台的注意，后者将该视频放在该平台的首
页上，李子柒一炮而红。    年，李子柒在
海外视频网站       上发布了她的第一个
视频，标题为《用葡萄皮做裙子》，受到海外网
友的热烈追捧，被誉为海外宣传中华文化最
成功的博主，拥有    多万海外粉丝。

三年前，因为与经纪公司的纠纷，李子柒
停更了视频。奇怪的是，公众似乎没有忘记
她，甚至在       上，其粉丝数不跌反增。
在她创建的这条田园生活视频的赛道上，后起
之秀大量涌现，但没有人能够完全取代她的位
置。可能其强烈的个人风格无法模仿，“李子
柒式美学”早已深入人心，有人将互联网视频
当作快消品，而她将作品视为“艺术品”。

和当下追求喧嚣、刺激、冲突的短视频不
同，李子柒的视频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平静、
淡雅和解压，是都市人梦寐以求的惬意栖
居。可以想象，在挤地铁通勤路上看着她的
视频，多少人正借此方式“逃离”奔波忙碌的
现实，用几分钟时间追寻内心渴望的平和与
宁静，这也是李子柒的视频能在全球网友心
中引发共鸣的重要原因。在很多人追求“快”
的当下，“慢下来”渐渐成为一种渴望。

停更期间，李子柒也没有闲着，她外出上
百次，拜访了许多位非遗传承人。除了田园
牧歌，传承中华文化历来是她作品最大的魅
力，以及创作力的无尽来源。在海外视频网
站上，许多外国网友通过李子柒的视频看到
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与厚重，由此对中国心生

向往；而国内许多网友，也是看着这些视频，
燃起了强烈的文化自信，原来有这么多美好
的事物就在我们身边。正是李子柒的视频，
让许多网友重新审视生活中那些司空见惯的
美好。

互联网产品的“流量密码”究竟是什么？
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觉得娱乐至上、不
博眼球不罢休，于是为了走红哗众取宠有之、
搬弄是非有之、挑动情绪有之，甚至突破底线
铤而走险，结果必然是红得快，“翻车”也快。
李子柒三年后回归再度成为顶流让我们看
到，互联网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铁律”，一切
定义都在人心，以精益求精的匠心打造，以及
高度尊重社会价值的优秀作品，一样能成为
互联网“流量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