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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近日，一名淋巴
瘤患者在香港本地医院顺利完成CAR-T细
胞治疗药品注射，实现了CAR-T药品的跨境
（香港地区）运输和回输输注。这款CAR-T
细胞治疗药品由上海企业复星凯瑞（上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据悉，目前该名使用
CAR-T注射液的淋巴瘤患者状态平稳，企业
正在密切跟踪其CAR-T回输后的各项身体
指标。这不仅是全国首例淋巴瘤患者完成
CAR-T细胞治疗药品跨境运输和使用，更是
上海首创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进出境联合监管
机制取得的重要成果。

CAR-T细胞治疗是一种创新的癌症治疗
方法，通过采集患者自身的T细胞，经过体外
改造和扩增后，重新输回患者体内，精准识别
并攻击癌细胞。复星凯瑞阿基仑赛注射液
（商品名：奕凯达?）作为国内首个获批上市

的CAR-T细胞治疗产品，已在国内治疗了超
千名淋巴瘤患者。据介绍，奕凯达?是个人
定制化产品，通过采集患者的外周血单核细
胞进行体外基因工程改造，使T细胞表达识
别CD19抗原的CAR结构，相当于给这些T细
胞安装“GPS导航+强化武器”，使其变成能精
准识别癌细胞的超级战士。经过体外培养扩
增后，再回输到患者体内。这种独特的作用
机制，让患者通过一次性输注即可获得长期
生存的可能。
但不同于传统药品，细胞治疗产品作为

“从血管到血管”的活的药物，跨境运输的试
错成本极高。患者血液中的白细胞采集完毕
后需经过2-8℃的冷链运输在72小时内运输
到工厂进行制备，制备完成的CAR-T细胞经
过严格的检测放行后，需要通过零下150℃的
深冷运输在5天内从工厂运输到医院回输给

患者。为了保持细胞活性，端到端的冷链运
输对温度、时限、状态的要求极高。尤其是患
者白细胞和CAR-T药品都属于特殊物品，未
经卫生检疫审批不得擅自进出境。
生物医药特殊物品监管涉及多个部门，

各部门的监管重点和工作流程不同，且生物
医药特殊物品的进出口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
流程，环节多、流程繁、耗时长。2022年3月，
上海在全国首创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联合监管
机制，由上海海关和上海市科委牵头，在全市
范围内开展试点。该联合监管机制通过构建
包括风险评估、过程追溯、应急响应的制度框
架，为全球细胞治疗产业提供监管新范式。
作为首批试点企业，复星凯瑞于2024年5

月获得上海市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进出境联合
监管机制综合评估意见，今年初收到一位香
港患者的用药请求，上海海关仅用2个工作日

即完成了生物医药特殊物品审批单审批。2
月21日，一袋该患者的血液单采物从香港运
抵上海，经海关查验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复星
凯瑞位于上海浦东的细胞工厂，从飞机落地
到完成申报、查验、放行仅耗时4小时。复星
凯瑞首席执行官陈星蓉表示，上海首创的生物
医药特殊物品进出境联合监管机制，为内地与
香港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开辟了新路径。

目前，国内已上市了6款CAR-T细胞治
疗产品，作为国内细胞治疗产业发展高地的
上海占了50%。近年来，上海相继出台《关于
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
见》、《上海市提升生物医药企业国际竞争力
行动方案（2024—2027年）》及细胞治疗领域
相关行动方案，旨在加快促进细胞治疗科技
创新与产业发展，将上海打造成为全球生物
医药高地。

上海首创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进出境联合监管机制取得重要成果

CAR-T药品首次实现跨境运输使用

本报讯（记者 左妍）继率
先将健康科普纳入高级职称评
审、设立健康科普专项、推出健
康科普影响力排行榜之后，上
海健康科普又有制度创新，在
全国推出首个“互联网健康科
普负面行为清单”，以进一步规
范医务人员互联网健康科普行
为，营造清朗的互联网健康科
普环境。同时在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建立健全互联网健康科普
规范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形成
健康科普全链条监管机制。

市卫生健康委介绍，本清
单适用对象为上海市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确了
互联网健康科普九类负面行为：

一是禁止发布与国家法律
法规政策相违背，不利于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的内容；

二是禁止以健康科普形
式，变相发布医疗、药品、医疗
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等广告类信息，或对
以上商品进行直播带货等不当
牟利行为；

三是禁止发布虚假错误的
健康科普信息，不得夸大疾病
治疗效果；

四是禁止个人在未向所在
医疗卫生机构申报并获同意的
情况下，擅自利用职务身份开
设用于发布健康科普内容的个
人自媒体账号；

五是禁止机构或个人在
网络平台科普账号认证时弄
虚作假；

六是禁止将已认证的健康
科普账号交由已被本市卫生行
政部门列入“不良记录名单”的
MCN机构（网络信息内容多渠
道分发服务机构）运营或绑定
等行为；

七是禁止发布违背伦理道
德、公序良俗、侵犯他人隐私的内容；

八是禁止盗用他人作品或侵犯他人知识
产权；

九是禁止已退休、已离职工作人员未经原
单位同意沿用原工作单位职务信息继续开展互
联网健康科普。

市卫生健康委表示，健康科普是推进健康
中国、健康上海建设的有力举措，是指导公众形
成健康观念、掌握健康技能、采取健康行为、提
高健康素养的关键途径。下一步，本市将指导
推进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完善健康科普
账号申报制度、内容审核制度、违规信息监测与
处置机制等一系列规范，持续加强互联网健康
科普规范管理，不断扩大优质健康科普内容供
给，更好提升市民健康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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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记者从昨天举
行的“纪念第三十三届‘世界水日’、第三十
八届‘中国水周’暨水体清澈度提升”现
场会上获悉，继去年成功试点后，上海
今年将进一步推进河湖水体清澈度提升
工程，建设20个水美村庄、10个水美社
区、10个水美公园，相应河湖水体清澈度将
进一步提升至透明度大于80厘米或者清澈
见底程度。
水体清澈度提升工程，是生态清洁小流

域建设的再升级。首批包括奉贤浦秀村、浦
东海沈村、徐汇上澳塘、华东师范大学丽娃
河等在内的40个“水清水美”试点地方，已
成了不少市民观赏水景的好去处。
“今天周一，人少一点，周末就不同了。”

在奉贤区庄行郊野公园的浦秀村区域，常来
这里的市民张女士直言，周末等国家法定节

假日，来这里休闲游玩的人总是络绎不绝，
“草地上、河道边，到处都是人，有的会选择住
旁边的民宿，有的直接在这里搭起了帐篷。”
“这样的水，谁不喜欢？不少人一到这

里，就会‘哇’‘哇’叫好！”在这里经营民宿的
周先生，指着旁边一条河道赞叹，“像山区河
道里的水一样，一眼就能看到底。”他透露，
已有人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的客房。
指导治理河湖水体以提升清澈度的上

海海洋大学博士生导师王丽卿教授介绍了
一个重要思路，就是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
问题，在水底区构建以矮生耐寒苦草为主的
沉水植物净化系统，在滨水区种植浮叶植物
和挺水植物。这样的水生森林系统如果在
光照充足生长旺盛的春、夏构建，过两个月
左右就可以见到明显效果。
河湖水体清澈度提升给当地增添“生态

美”的同时，也有了“产业强”和“百姓富”的
效果。奉贤区水务局副局长高艳告诉记者，
浦秀村华丽转身后，已探索出了一条“水生
态价值转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径。目前，村
里已吸引了14家绿色企业入驻，节假日接
待游客超过了1200人/日，村民年平均增收
约6万元，村级资产已过亿元。
市水务局介绍，清澈度提升试点的一个

核心目标就是：提升水体清澈度（透明度要
大于80厘米或者清澈见底），给市民百姓带
来获得感、感受度。去年40个“水清水美”
试点成功后，将继续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
问题，进一步修复河湖水生动植物生境，让
种类多样的水生植物群落高效净水，提升清
澈度，构建低维护需求、动态稳定、和谐共生
的水生生态系统，推动更多河湖水体变得
“更清”“更美”。

今年将建设20个水美村庄、10个水美社区、10个水美公园

水体透明度大于80厘米或清澈见底

华东理工大学学生陈焕东安静地躺在
华山医院的病床上。身旁的机器有条不紊
地运转着，如同生命的齿轮，每一次循环都
承载着希望。通过血细胞分离机，造血干
细胞混悬液被采集出来，其余血液成分又
缓缓回输进小陈的身体。
今天上午成功捐献后，陈焕东成为上

海第7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春回大地，
在3月的最后一周，上海市红十字造血干细
胞捐献将实现8例，刷新本市单周完成捐献
人数纪录，累计将实现704例捐献。
这8位捐献者分别是第697例奉贤区

海湾镇的居委会干部蔡强，第698例松江区
应急管理局干部朱布翰，第699例上汽通用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员工陈文斌，第700例华
东理工大学学生陈焕东，第701例浦东新区
匡道雷晨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员工周
晓飞，第702例青浦区赵巷镇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康复治疗师郭怡婷，第703例青浦区练
塘镇浦南村村书记蒋超，以及第704例浦东
新区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员
工罗雨翔。

8位捐献者中，有的是多年参与无偿献
血，深知捐献救人的紧急和对患者的意义；
有的是学生时代许下生命的诺言，如今义
无反顾践行初心；有的是身为父母，能和患
者家属感同身受；还有的是自己受过别人
的帮助，也希望能有机会传递善良和温

暖。其中，蔡强已于昨天完成捐献，第698
例至第702例捐献者在今天完成捐献，蒋超
和罗雨翔将于3月28日完成捐献。
在大二就读期间，陈焕东为同系学长

王浩栋——申城第528例捐献者的事迹所
感动，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今年3月，他与
患者配型成功，深知这份选择背后不仅是
勇气，更是一份对生命的敬畏与珍重，所以
他决定义无反顾捐献。他告诉记者，造血
干细胞捐献并不可怕，是科学与善良本心
的结合，是平凡人也能创造的奇迹。

目前我国约有400万名血液病患者，仅
白血病患者每年新增4万人，儿童约占50%以
上，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最有效的临床治
疗方法，但很多血液病患者因缺乏相匹配
的造血干细胞，无法进行移植而失去生命。

1992年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开展非血缘
造血干细胞捐献社会宣传与志愿者征募工
作，1996年实现了全国首例捐献。截至目
前，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上海市
分库累计在库志愿者有近19万人。

本报记者 郜阳

申城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700例
在库志愿者有近1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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