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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待血液学科和血

液科医生？”这是刘启发教授

做学术报告或给学生讲课时经

常提问的问题。在他看来，血

液病学是介于基础和临床转化

之间的桥梁学科，“很多转化

医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最先都

是从血液学开始，再延伸到其他

疾病。”他举例说，像血型的发现，

推动了外科学的发展；HLA抗原

的发现，推动了器官移植术的

开展；有人说“21世纪医学是

干细胞的医学”，干细胞的概

念也是血液学首先提出的……

“基础医学通过血液学科的桥

梁作用推动着临床医学的发展，

而在目前精准医学方面，效果

最理想的正是血液肿瘤病领域。” 

这是为什么呢？他解释

说，精准医学在血液系统疾病，

尤其是血液肿瘤方面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因为血液肿瘤，

如白血病、淋巴瘤等获得的肿

瘤样本，往往不需要通过任何

处理就可以获得精准的数据，

实现精准的个体化。所以血液

肿瘤是精准医学应用最成功的

典范。”全球第一个获得成功

的靶向药，正是酪氨酸激酶抑

制剂。过去 20 年，酪氨酸激

酶抑制剂飞速发展，极大地改

善了各期 Ph+ 慢性粒细胞白

血病（CML）的治疗效果。

正因如此，在过去的 30

年里，刘启发教授一直致力于

将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手段融合

到不同疾病的个体中，通过整

合多组学分类来对血液病患者

进行精准的个体化诊断与治

疗，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

精准治疗，首先要精准

诊断。以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为例，不同个体存在很大的差

异，像性别、年龄等生物学特

点，更重要的是遗传学背景差

异，不同个体可能表现出不同

的遗传学异常，对于同一套方

案也表现出不同的治疗反应。

“我们把患者对治疗的反应也

纳入精准个体化治疗原则中，

在精准诊断的基础上精准设计

不同的治疗方案。”

在刘启发教授的办公

室桌上，他的电脑还停留

在一篇全英文的论文页面，

红色的批注密密麻麻。自从

1983 年开始，他就一直从

事血液肿瘤的诊疗和相关

基础研究工作，在白血病分

子发病机理、肿瘤免疫治疗、

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免疫功

能低下人群感染防治等领

域已经深耕 30 多年，在临

床上开展多项具有前沿性

的新医疗技术，如：免疫学

法体内外净化微小残留病

自体移植治疗恶性血液病，

难治复发性白血病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预防复

发新方法的建立，HLA 不相

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新方法的建立，急慢性移植

后抗宿主病的诊断与治疗

新方法的建立，免疫功能低

下人群感染防治策略，免疫

功能低下人群 EBV 感染的防

治等。

临床工作已然繁忙之

极，刘启发教授为什么还要

常年从事血液肿瘤的基础

研究和临床转化呢？他说：

“做医生最大的职责是为

患者解决痛苦。作为血液肿

瘤的医生，我们不但是要替

他们解决病痛，更重要的是，

怎么帮助他们活下来。医学

永远在肯定与否定中前进，

带着十年、五年甚至一年前

的思维来面对现在的患者，

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创新，

患者才能获益。”团队里

有些年轻医生不喜欢科研

工作，嫌做科研写文章太

枯燥，他语重心长找他来

谈心：“一个人每天能接

触到的患者毕竟有限，你

把你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

让更多人看到，获益的患

者才会更多啊！”

1978 年，国家恢复高

考制度的第二年，刘启发高

中毕业考入大学，从对医学

的懵懵懂懂，到全身投入，

他坦言，是因为每次帮助到

一位患者，看到他们可以生

存、生活，享受天伦之乐，

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如今他已过花甲之年，依

然醉心于做研究发表文章，

今年以来，他又率领团队在

血液学领域顶级期刊《柳叶

刀·血液学》（The Lancet 

Haematology）、《临床肿

瘤 学 杂 志》（Journal of 

Clinical Onconogy）等杂志

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文，

引来业内同行瞩目，并被欧

洲、美国 IDSA 指南、德国

血液学和肿瘤内科学会传

染病工作组指南引用。“我

不追求地位头衔，我追求的

是同行的认可，和患者发自

内心的点赞。让患者获得最

好的治疗结果，是我最大的

快乐。我想对同行说的是：

在工作中寻找快乐，可能会

对潜心于研究有帮助。”

临床工作之余，刘启

发教授经常前往外地进行

学术交流，他以前的患者有

时会专程跑到会场来看望

他，虽然在他治疗的众多患

者中，他经常想不起是哪一

个，但是患者带来的认可让

他十分开心。“我可以不需

要某个头衔的支撑，但我需

要患者的支持。多少年后他

们还能记得你，是对我们从

医者最大的肯定了。”

由于在专业领域的突

出成就，低调的刘启发教授

还是担任了很多行业职务，

像亚太地区血液学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副

主任委员以及广东省医学

会血液学分会主任委员等

等。“德为先，能为重”，

他说如果做不到这 6 个字，

就很难成为一个好的学科

带头人，“尤其是要有广阔

的胸怀去接纳别人的意见。”

他也在身体力行践行

着“接纳”和“包容”。熟

悉刘启发教授的人都知道，

无论是辅导研究生还是在

本科课堂，针对任何一个医

学问题，只要有不同意见，

任何人都可以跟他拍桌子，

吵个面红耳赤，他对此完全

OPEN:“医学是门科学，而

且越来越精细化，而人的能

力精力是有限的，什么都懂

的那是神，是不存在的。”

对于同行，他反复跟

团队和学生说：“学科建设

需要有很好的协作精神，帮

别人就是帮自己，不要总想

着名利回报。” 2015 年以

来，刘启发教授团队已经进

行了 43 项研究者发起的临

床研究，包括多项多中心临

床研究，也参与了很多兄弟

单位的临床研究。“我们更

强调如何把这个项目完成，

以及项目最后能不能出现

你所需要的结果，最终的目

的是为患者获益。这在学科

建设里是很重要的一环。”

2018 年，刘启发教授

牵头成立了由 113 家成员

单位组成的华南血液学专

科联盟。他们共同实现了数

据和资源共享、患者转诊、

专科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联

盟内的标准化血液学治疗。

“我们下一步除了要不

断自我提升，更重要的是将

南方医院血液科的诊治平台

和建设经验推广至整个华南

地区，真正成为区域医疗中心，

并带动华南地区血液病诊疗

水平的提升，最终造福广大

人民群众。”刘启发教授说。

“精准诊疗不是一成不变”“精准诊疗不是一成不变”

“只有创新，患者才能获益”“只有创新，患者才能获益”

“最大的理想是患者能够记住你”“最大的理想是患者能够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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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师报讯（融媒体记者 荆冰）2023 年 1 月 8 日，第

三届中国血液学科发展大会揭晓“2022 年度中国血液学

十大研究进展”。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刘启发教授团队

的研究成果“白消安联合环磷酰胺作为 allo-HSCT 治疗

B-ALL 的预处理方案安全有效”，入选“2022 年度中国血液学十大

研究进展”，这是他们团队继 2020 年首届入选后，再度凭借新的研

究成果入选。

就在一年前，2022 年初，刘启发教授团队与北京大学血液病研

究所联合申报的项目“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白血病精准技术平台

的建立与应用”荣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020 年 8 月，他牵头并作为独立通讯作者，完成的“FLT3-ITD

阳性 AML 患者移植后应用索拉非尼预防白血病复发的有效性和安全

性的Ⅲ期随机对照研究”，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柳叶刀·肿瘤》（The 

Lancet Oncology）在线发表。该原创性成果，从投稿后进入快速通

道出版到最后接收历时不足 40 天，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学界内的高

度关注。

从事造血干细胞移植和恶性血液病诊治的基础及临床应用研究

30 余年，刘启发教授率领南方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将精准医学融

合于血液肿瘤诊疗全过程，传承发展，不断创新，在多个领域取得

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就，科室已成为目前国内血液病亚专科划分最

为全面、发展最为迅速的医院之一，是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一支血

液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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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精准”又

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基于不

同个体作出的“动态”“科学”

的调整，比如急性髓系白血

病(AML)治疗后监测微小残留

病(MRD)对白血病患者具有重

要意义。“一名在三四轮化

疗后仍呈MRD阳性的患者，

可能需要停止化疗，考虑其

他治疗策略，如骨髓移植。”

临床中不断收集和分析

必要的数据，保持标准化和

个性化策略之间的平衡，想

尽各种办法，保证患者在不

同病程阶段得到最好最先进

的治疗。这种动态的精准治

疗原则，使南方医院的AML

患者 5年生存率达到60%以

上，处于国际一流水平。

“对于疾病， 10年前

和10年后的认知一定是不

一样的，永远不要停留在固

有的知识体系中，要不断去

探索去更新。”刘启发教授

说，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恒定，

医学时刻处于变化之中，随

着对于疾病不断深入的了解，

以及新型药物的出现，人类

对于同样疾病的认知和诊疗

也在不断进步，所以，精准

治疗也是“相对”而非“绝对”。

1986 年，刘启发教授

在第四军医大学血液病专业

攻读硕士，当时急性M3型

白血病因为死亡率一个月内

高达95%，曾被国际上称作

“生命收割者”。后来被王

振义院士团队全反式维甲酸

加三氧化二砷联合治疗法成

功将 M3 型白血病 5 年存活

率提高到90%以上，变成了

可治愈的疾病。

“所以我经常跟患者

讲，目前的治疗手段，虽然

我们只能让你达到60%的治

愈，但可能明天、后天，新

的治疗方法就被研究出来

了，剩下的40%也能被解决

掉，这样就会给患者带来很

大的信心。”他认为，精准

医学一定要用动态的眼光去

看待，因为医学是不断往前

推动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我

相信，如果把动态静态相结

合的个体化精准治疗原则应

用于血液肿瘤中，治愈率一

定会越来越高。”

医医师自己的报纸！听医生说话  为医生说话
说医生的话  做医生的贴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