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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强大脑”遇上“最强算力”，会
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作为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80后
博士生导师，田肖和的团队正致力于研究
阿尔茨海默症。最近，他联合成都超算中
心，构建一种新型纳米药物。这种纳米药
物善于“伪装”，能骗过大脑的“卫兵”，将药
物“精准快递”，直接作用于大脑患病细胞。

“实验数据结果很好，几乎所有的物
理病灶都去除了。”8月12日，田肖和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说，药物在动
物试验中已取得一些积极效果，目前正
在做申请预临床试验的准备工作。

强强联手
携手西南“最强算力”
寻找大脑“通行证”

阿尔茨海默症（AD）又叫老年痴呆
症，是一种发病隐匿的进行性神经退行
性疾病。统计显示，我国阿尔茨海默症
患者超过1000万人，居全球之首。

目前，治疗老年痴呆的药物普遍面
临一个问题，即药物无法通过“屏障”精
准作用于大脑。因此药物要进入大脑，
必须经过“伪装”。

大脑有1000亿个细胞，药物要“伪
装”成功非常困难。“这是一个排列组合
问题，可能有上亿种选择。”田肖和说，他
的团队正在研究通过修饰纳米药物的表
面，试图破解药物进入大脑的密码。

简单来说，他们需要挑选出上万种
参数，再设计出复杂的公式，可能有高达
数亿级的排列组合工作量，从中选择出
最优的配方，设计出拥有“通行证”的药
物。如果使用常规计算方式，可能需要
5-10年的计算时间。

2020年，一次偶然机会，田肖和了
解到成都超算中心。

成都超算中心最高运算速度达到
10亿亿次/秒，运算速度位列全球前十，
相当于350万台8核家用电脑的运算能
力，每秒计算速度相当于全球72亿人同

时用计算器不间断计算32年，是中国西
南地区的“最强算力”。

“目前我们已接近找到设计药物的
最佳配方。”田肖和说，成都超算中心先
计算出评分靠前的20种结果，团队再对
20种结果进行实验，调整公式和参数，
再进行计算，经过多轮验证后，有望得到
精准靶向药物的最佳参数。

实验结果
物理病灶几乎都消失
准备申请预临床试验

阿尔茨海默症就如脑袋里的橡皮
擦，缓慢而痛苦地抹去一个人的记忆、认
知，最终患者会把大脑里存储的一切遗
忘掉，完全丧失自理能力。一般来说，确
诊后的平均存活时间为3-9年。

公开资料显示，面对庞大的患病群
体，近20年来，药企在AD新药领域的研
究几乎全军覆没，且大多数新药“倒”在
了临床试验中。目前上市的药物基本只
能延缓，并不能逆转或治愈，且往往还带
有一定的副作用。

田肖和表示，针对阿尔茨海默症的病
因，科研界一直存在很多争论，但大脑内
的Aβ沉积，进而导致Tau蛋白的纤维
缠结，最后导致神经细胞死亡的说法，已
得到医学界的一致认可。他认为，治疗该
疾病的主要难点在于绝大多数小分子药
物无法穿透血脑屏障，也就是无法骗过大

脑“卫兵”，直接作用于发病区域。现在，
修饰过的纳米药物相当于一种“精准快
递”，直接作用于血脑屏障，并激活自身的
清除机制，去清除脑内的物理病灶。

“从影像学来看，物理病灶几乎都被
去掉了，但能否改善认知并应用于临床，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田肖和说，下一步
他们将积极为申请预临床试验做准备。

攻关12年
项目获得阶段性进展
他时刻激励自己努力

记者初见田肖和，是在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科技园内，他带着一个笔记本电
脑，外壳上贴着各种各样的贴纸。外壳
虽然花哨，但电脑里的内容却是相当扎
实。他随手打开几个文档，里面全是密
密麻麻的图表和医学英文专业文献。其
中，阿尔茨海默症的难题，是他最近几年
的研究重点。他说，外婆患阿尔茨海默
症去世，因此时刻激励自己要努力。

2010年，田肖和到英国谢菲尔德大
学工程与材料学院和生物医学学院攻读
硕士和博士，其间开始接触中枢神经系
统的相关研究。经过12年的研究攻关，
同时借助成都超算中心的算力支持，目前
项目获得了阶段性进展。“我想借助多学
科合作的优势，突破对阿尔茨海默症中晚
期无有效药物的科学瓶颈问题。”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海南本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
国多个省份派出医务人员援助海南。8
月6日晚，四川第一批援琼医疗队798名
医务人员从成都出发，8月7日凌晨陆续
抵达儋州开展医疗支援工作。

记者了解到，在抵达儋州的一周内，
四川医疗队已完成当地的三轮核酸检
测，以儋州为主，辐射海南西部的市县。
截至 8 月 14 日上午 8 点，四川医疗队已
完成约40万管的核酸检测。

支援核酸检测
华西“王炸”团队出征海南

在四川第一批援琼医疗队798名医
务人员中，包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派出
的援海南核酸检测队。

华西医院援海南检测队共23名队
员，由该院应急办公室主任晏会担任领
队，实验医学科周易副主任技师担任队
长，华西第二医院主管技师车光璐担任
副队长，同时抽调华西院内院感骨干、核
酸检测骨干组成。8月6日，队伍携带本
院气膜实验舱中30套核酸检测PCR扩
增仪、6套气膜舱专用排风系统、6套气
膜舱专用空调、1台板式离心机、4台掌
上离心机等装备，以及10天自我保障的
生活物资连夜出发，于8月7日凌晨5点
到达海南省儋州市，稍事休息后，大家立
即投入当地医院的核酸检测，同时开展
气膜实验室的搭建和人员培训等工作。

8月8日上午，受国家卫健委指派，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院感防控组专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控专家乔甫出发前
往长沙，从长沙随医疗队乘机赶赴海南，
协助当地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院感防控工

作。这是自新冠疫情以来，乔甫第16次
出征抗疫。

搭建3个气膜实验室
单日可检测15万至20万管

到达海南后，领队晏会提出四川援
琼医疗队气膜舱运行的管理原则：“三
统一”，即队伍的管理统一、人员统一、物
资统一。

8月7日上午，四川援琼医疗队开始
在儋州搭建3个气膜实验室，实验室核
酸检测设计通量为每24小时20万管，
按10:1混采的方式每日可完成核酸检

测量达200万人份。
8月9日12时，第一个气膜舱顺利

搭建完成，并开始接受当地核酸采样标
本；10日12时，3个气膜舱的搭建工作
全部完成，并形成了日检15万至20万
管的检测能力。晏会告诉记者，3个气膜
舱的搭建缓解了海南的燃眉之急，“气膜
舱能进一步提升儋州乃至海南全省核酸
检测能力，助力疫情防控。”

值得一提的是，8月7日下午，海南
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徐启
方带队到气膜舱布置区域现场调研，他
希望通过气膜舱实验室的搭建进一步提

高当地的核酸检测能力。几天后，海南
省委书记、省委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沈晓明又专程到队伍驻地看望四川
队的医务人员。

遇台风、过集体生日
医疗队遭遇不一样的经历

8月10日晚，四川援琼医疗队遇到
了台风。晏会对此印象深刻，这种大风
在内陆很少见，风很大，队员们只能冒着
大风暴雨上下班。

除了遭遇台风，医疗队还需要克服炎
热的天气。对于华西核酸检测队而言，工
作的气膜舱空间密闭、狭窄，尽管舱内开
了空调，但穿着厚厚防护服的队员们每天
在舱内连续工作6-8小时，每到下班时全
身早已被汗水湿透。不过，为克服炎热天
气，在队员出征时，华西医院就为大家配
备了降暑和防暑药物、防晒霜、防晒伞等。

“华西核酸检测队大部分都是 90
后，所有队员身体及心理状况、工作状态
良好，生活、防护物资充足，每日全员核
酸检测均阴性。”晏会介绍，尽管工作
累，但是队员们没有任何怨言，大家都很
乐观积极地工作。

在饮食方面，为满足四川人的口味，
酒店还特意为四川医疗队准备了辣味的菜
品。记者看到其中一名队员拍摄的视频
显示，每日早餐也非常丰盛，有包子、鸡蛋、
烤肠、玉米等，队员们说这些“很好吃”。

8月15日，华西核酸检测队两名队
员过生日，酒店专门准备了贺卡和蛋糕，
队员们也将一些祝福的话语送给过生日
的两名队员。一名队员感叹说：“出门在
外，华西的团队就是我们暂时的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宁芝
实习生 苏宇航

田肖和是健身达人。

四川医疗队驰援海南一周

完成核酸检测约40万管

80后博导携手成都“最强算力”
致力研发治疗老年痴呆的新型药物

◀ 酒店工作人员为过生日
的队员手绘的“雷公马”。

▲ 华西医院援海南核酸检
测队在气膜舱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