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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产业园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未来发

展“两轮驱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高新技术产业向

前推进，我们将着力把“产业园”打造为集信息软件、电

子商务、物联网、生物医药、健康服务、新能源、节能环

保等高新技术企业，以及科研设计院所、科技创新载

体、科技金融等高新服务业企业于一体的现在示范园

区。我们诚邀您的加盟。

联系方式：杭州市下城区科学技术局
0571-85820615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东新分园

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坐拥杭州中央商务区，位于商业发达的和
平会展中心东300米，交通便利，距地铁口仅150米。这里是创新创业的集聚
地，这里是人才荟萃区，这里是杭州政策高地！欢迎合作，欢迎加盟，多谢关注，
推介有奖。

创新中国产业园创新中国产业园··集品科创分园集品科创分园

联系人：沈先生 电话 13958026342

园区概况

创新中国产业园东新分园暨智谷创新广场
地处下城区善贤路4号，已规划地铁五号线，
BRT快速公交换乘中心，交通便利。总面积
27368平方米，共地上四层，地下一层。

园区定位

以建设创新型科技园区、大学生创业基地
为重点。为产业化企业、大学生创业、初创期的
小微科技企业的孵化培育、服务式小型办公室等
提供多种办公创业空间。

园区配套

公共服务大厅（含总台服务、洽谈区、小型
会议室、大型多功能会议室、休闲吧、咖啡吧等）、
内部食堂、健身活动中心、桌球娱乐室、顶楼足球
场等。提供企业注册代办（大创免费代办）及财
务委托管理，免费参加区组织的创业实训及一对
一团队辅导等多种服务。旨在打造服务式创新
广场，企业家们的创业俱乐部。

招商热线

钟先生18105711266 0571-569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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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高新区和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
心区的大江东，围绕汽车及零部件、新能源新材料、轨
道交通、机器人及自动化、临空产业、生命健康、航空
航天7大产业园建设，正在成为浙江先进标准创制的
引领辐射区、经济转型升级的主战场、先
进智能制造的新高地。

欢迎您来大江东投资、创业、生活！

地理优势：位于大江东青六路与义府大街交叉
口，毗邻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坐拥产业、交通、配套等
多项得天独厚的优势。从科创园出发经德胜路到杭
州主城区仅30分钟，规划中7号、8号地铁穿境而过，
与上海、南京、宁波等城市形成1小时生活圈，是创新
创业之地的不二之选。

产业定位：以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为主
攻，重点发展新技术、新材料等高端研发、跨境电商、
电子商务等产业及税源经济。

优惠政策：入驻该园区的企业可以享受租金减免
返还，装修补贴，人才政策以及公司注册代办等多种
优惠政策。

联系方式：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科技局 0571-82987316、82987403

义蓬科创园义蓬科创园

联系方式：何乐意 13706501901

3月14日凌晨3时46分，物理学家史蒂芬·威廉·
霍金逝世，享年76岁。这位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物
理学家”的人，同时还有另一重身份：世界上与渐冻
症抗争时间最长的人。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点点被吞噬

渐冻症到底是什么病？浙医二院副院长、神经
内科专家吴志英介绍，渐冻症，是一个俗称，它的学
名叫做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是一种主要累及
上、下运动神经元的神经变性疾病。一般认为，ALS
的平均生存时间是3～5年。

1963年，年仅21岁的霍金被诊断患有渐冻症，医
生告诉他最多还有两年的寿命。几年后，霍金的病情逐
渐恶化，必须要依靠拐杖行走，失去了写字的能力，语言
能力也有了严重的退化。此后，完全失去语言能力的霍
金，依靠只能做出轻微动作的三根手指和两只眼睛，控
制轮椅上的电脑，依靠语音合成器发出声音。2005年
后，霍金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只能依靠眼睛下方的一小
块肌肉控制电脑，来与外界联系。

“渐冻症的特点就是损害到运动神经元，累及
上、下运动神经元。首发症状常为手部或腿部无力
或讲话含糊，吞咽费劲，并逐步进展，累及呼吸，出现
呼吸困难等。”吴志英说，当患者表现为无力、肌肉萎
缩、肌肉的跳动或影响到咽喉吞咽、讲话、呼吸不畅
等症状时就必须小心。严重时，因为患者吞食的机
能减退，容易呛咳，需要打胃管或胃造瘘。呼吸费力
的患者，可能需要使用呼吸机。“所以霍金会选择切
开气管，以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疾病。”吴志英感叹，对于
ALS患者，最痛苦的不是不能运动和最终的死亡，而是在
整个病程中，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大脑和良好的感知能
力。与植物人的“无知觉”状态不同，ALS患者，你触摸他
的身体，他能感知，但是无法给你回应；你与他说话，他能
清楚地听到，但是做不出合适的表情。他清醒的大脑看
着肌肉一点点消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一点点被病
魔所吞噬，变得难以动弹，直至走向死亡。

渐冻症是遗传病吗？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ALS的发病？有比较明显的
易发人群吗？

吴志英介绍：“目前渐冻症的病因和机制不是很
明确，且非常复杂难解，约10%的病例可能与遗传及
基因缺陷有关。另外有部分环境因素，如创伤、重金
属中毒、农药污染等，都可能造成运动神经元损害。
产生运动神经元损害的原因，目前主要理论有两个：
一是神经毒性物质累积，谷氨酸堆积在神经细胞之
间，久而久之，造成神经细胞的损伤。二是自由基使
神经细胞膜受损。”在遗传因素和基因检测方面，迄今

为止，有27个基因被认为与ALS相关，其中包含23个
明确的致病基因和4个易感基因。

ALS的平均发病年龄 50～60岁，但是各个年龄
段发病的ALS病例均有报道。已报道的 SOD1基因
确诊的ALS病人中，最小发病年龄12岁，最大发病年
龄 94岁。多数ALS患者以单侧肢体无力、萎缩为首
发症状；约20%的病人以延髓症状首发，表现为饮水
呛咳、语速减慢、咬字不清等，因此，医生提醒，如果
发现虎口肌肉变薄，骨间肌等出现无力、肌肉萎缩、
不饱满等状况，建议至神经内科专科就诊。

早期筛查与诊断非常重要，越早服用药物，生存
时间就会越长。那么，什么情况下应该主动进行该
病筛查?“对患者的要求不能太高，当出现手、脚、舌
头肌无力，肉跳等症状的时候，就应该去医院筛查
了。”她说，专科大夫诊断后，如果要进一步肌电图检
查，几百元就可完成，成本并不高。

吴志英同时提醒，很多类似病的症状与渐冻症有
相似之处，包括肯尼迪病、颈椎病等。需要专科医师
系统检查和鉴别诊断，在临床上，医生对渐冻症的判
定非常谨慎。吴志英曾经接诊一位20多岁的姑娘，这
位姑娘由于生活和情感的压力，出现了肌肉跳动等症
状，她根据自己从一些非专业途径获取的信息，自我
认定得了渐冻症，非常的焦虑和紧张，吴志英在最初
就为她进行了鉴别排除了渐冻症，又经过多次跟踪复
诊，为这位姑娘彻底消除了疑虑，使其恢复正常生活。

55年！
霍金为“与渐冻症长期共存”提供了希望

作为一名专注于ALS治疗和研究的医生，吴志英也
常常关注霍金的信息，霍金享年76岁，与病魔抗争的时
间长达55年，这给很多渐冻症患者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吴志英提到，自己曾收治一位渐冻症患者，从确
诊到现在已经存活了15年。另外经她确诊的最小渐
冻症患者是 11岁，现如今已经 19岁了，还能自己拿
筷子。“渐冻症目前已克隆的致病基因有 28个，少部
分患者可以通过致病基因筛查尽早确诊，尽早给予
利鲁唑等药物的治疗，尽可能延长生存时间。

大众的一个普遍的误区是治病仅靠医生和药物。
但事实上，社会、家庭的康复对于患者社会功能的恢复
及身心健康的意义非比寻常。对于“渐冻人”来说，家庭
护理直接关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时间。

浙医二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殷鑫浈说，“渐冻
症需要悉心的照顾、对症的药品，霍金的夫人就是一
名护士，他的呼吸机我们也可以买到，轮椅也可以买
到，霍金本人的心态是积极乐观的。如果能保证以
上条件，或许可以长期和渐冻症共处。”

ALS患者面对自己的疾病和身体的变化，会出现
焦虑、抑郁等情绪。家人、朋友的理解、陪伴和帮助，
能帮助病人更积极地面对疾病。保持乐观的心态对

疾病是有益的。
霍金在谈到自己对自身疾病的感受时说，他不

怎么去感伤自己的疾病。他努力把生活过得与正常
人一样，不太考虑自己的身体条件，也不遗憾因为身
体原因而无法做到的事情。

现代医疗与人工智能带来“解冻”曙光

ALS疾病一旦确诊，建议患者及早接受治疗。尽
管目前尚无有效的抗病药物，但临床研究表明，早
期、综合性治疗对于ALS患者是有获益的。

殷鑫浈介绍，利鲁唑目前由美国食品和药物监
督管理局（FDA）批准的治疗ALS的药物。利鲁唑已
经成为临床上延缓ALS疾病进展的主要干预手段。
临床试验表明，利鲁唑可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疾病早期使用利鲁唑的患者获益更大。从 2016年 9
月 1日开始，利鲁唑陆续进入全国 16个省市的医保
乙类目录，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利鲁唑有望列入杭州
市医保药品目录。

“有关ALS发病机制和后续治疗的研究从未停止，
我们医院团队也一直在这方面努力。”吴志英介绍，发病
机制方面，重金属的接触对基因突变的诱发不可忽视，
例如农药接触、电焊经历等。“有10%的ALS患者有家族
病史，因此一旦有患者确诊为遗传性ALS，我们会为患
者全家免费做基因筛查，一旦发现体内有致病基因，就
可尽量远离高危致病因素以防发病。”

此外，人工智能的发展，则为渐冻症患者带来了
行动能力“解冻”的曙光。

“渐冻症与科学界似乎有着“不解之缘”。世界上
与渐冻症抗争最久的人是物理学家霍金，让渐冻症成为
世界关注焦点，也与科技界积极参与的“冰桶挑战”活动
有关。参加“冰桶挑战”的人，需要将一个水桶中的冰块
和水倒在自己头上，拍成视频，上传至社交网络。旨在
筹款和引起人们对ALS的关注。科技界的顶级大咖们
如马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等人纷纷参与其中。通过
这次前所未有的病毒式活动，渐冻症协会史无前例地募
集到了1.15亿美元的善款，霍金也参与了这一项全球
性的慈善活动，当然，冰水浇头由他的子女代替。

与霍金同行的是他的那台结合了计算机的高智能
轮椅，让他能“发声”，能打字，为他与世界的沟通提供了
渠道。而浙江大学的一项“脑机融合”新技术，则为“渐冻
人”提供“新的手”，启动他们的部分行动能力。

在2016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大会暨第六届吴文俊
人工智能科学技术颁奖典礼上，由浙江大学校长吴
朝晖牵头，浙医二院神经外科教授张建民和主任朱
君明作为主要成员参与的创新团队项目“脑机融合
的混合智能理论与方法”，获“吴文俊人工智能科学
技术创新奖一等奖”。

“脑机融合”是把人类的智慧通过分析投射到机
器上，让机器感受到人类的智慧，做出动作。“我们这
次研究的脑机接口临床应用转化技术，简单说就是
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建立的神经信息交流与控制通
道，从而可实现大脑与外部设备的直接交互，把大脑
原来要作用在人体上的电信号，传递到外部设备上，
让外部设备做和人体一样的动作。”

张建民说，希望通过脑机接口这一新技术，实现
人脑对外部机械的有效控制。“这一研究可在一定程
度上帮助那些自身活动能力受限的人，比如“渐冻
人”、瘫痪的人、中风后神经损伤的人等，让机械手代
替他们原来的手。”

本报记者张巧琴 实习生付曦地 通讯员鲁青

与渐冻症抗争最久的霍金走了
现代医学带来“解冻”新曙光

浙医二院副院长吴志英（右）和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
殷鑫浈（左）接受记者采访

浙医二院神经外科研究团队完成基于ECoG 信号的人脑脑机接口模式下意念控制机械手“剪刀-石头-
布”精细动作

本期关注：渐冻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