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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
ONCOLOGY

北京大学消化肿瘤大会暨中国胃肠肿瘤临床研究协作组年会在京召开

转化医学是实现肿瘤精准治疗的必由之路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魏于

全院士对生物技术药与生物

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深入

的探讨和总结，为我们揭示

了生物医药领域的最新动态

和未来趋势。魏院士强调了

基因组学、蛋白组学和生物

信息学在生物医药研发中的

重要性。这些学科的发展不

仅深化了我们对生命科学的

理解，还为生物医药的研发

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通

过这些技术手段，科研人员

能够更精确地识别疾病相关

基因和蛋白质，从而为新药

研发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目标。

他指出，结构生物学

通过研究生物大分子的三

维结构和功能关系，为药

物设计提供了宝贵的结构

信息。这使得科研人员能

够基于分子结构来设计和

优化药物，提高药物的疗

效和降低副作用。此外，

魏院士还提到了合成生物

学这一新兴学科。合成生

物学通过设计和构造新的

生物系统，为生物药物的

设计和研发带来了全新的

可能性。这一领域的发展

有望为生物医药产业带来

更多的创新和突破。

北 京 生 命 科 学 研 究

所邵峰院士带领大家回顾

了 PD-1 等免疫检查点及

其抑制剂的探索和发展历

程。他强调，正是原创性

的基础科学发现，推动了

肿瘤免疫治疗的诞生与进

步。针对当前我国创新药

研发的现状，邵院士也提

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邵院士从天然免疫系

统如何识别并应对细胞内

细菌的角度，引入了“细胞

焦亡”这一重要概念。他解

释说，细胞焦亡是一种普遍

存在的生物学现象，能够有

效激发机体的炎症反应并

活化免疫系统。这一发现

为将“冷肿瘤”转化为“热

肿瘤”，进而实现抗肿瘤

与免疫治疗的协同作用提

供了理论支持。值得一提

的是，邵峰院士的研究团

队还首次发现了针对脂多

糖合成通路的天然免疫受

体。这一受体所触发的炎

症信号，代表了除 STING/

TLR 通路之外的全新天然

免疫激活途径。这一发现，

无疑为抗肿瘤免疫的进一

步激活以及相关药物的研

发开辟了新的思路。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

研究所阎锡蕴院士首先回

顾了纳米酶的起源，从最

初的意外发现到如今成为

科学界的前沿研究领域，

纳米酶经历了令人瞩目的

发展历程。她指出，纳米

酶作为一类具有类酶催化

活性的纳米材料，不仅打

破了有机与无机的界限，

更因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

质，在生物医学领域展现

出了巨大的应用潜力。在

医学检测方面，阎院士强

调，纳米检测技术以其超

高的灵敏度，有望取代一

些现有的检测技术。纳米

酶作为新型催化剂，能够

在生理条件下高效催化酶

的底物，这一特性使得纳

米酶在生物传感、疾病诊

断等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

阎院士提出了纳米酶

为肿瘤催化治疗提供的新

思路，并展望了铁蛋白药

物载体在未来抗肿瘤药物

研发中的重要作用。她表

示，随着纳米技术的不断

发展，纳米酶有望在肿瘤

治疗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铁蛋白药物载体作为一

种新型的药物递送系统。

沈琳教授深入探讨了

细胞免疫治疗在消化道肿

瘤 领 域 的 最 新 进 展 和 面

临的挑战。她首先肯定了

细 胞 治 疗 在 实 体 瘤 治 疗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特 别 指

出 CAR-T（嵌合抗原受

体 T 细胞）治疗在某些靶

点上的有效率已得到显著

提升。然而，她也坦言，

CAR-T 在治疗实体瘤时

仍面临诸多难题，如靶点

筛选的困难、治疗效果的

持续性问题、T 细胞功能

减弱以及难以迁移到肿瘤

组织内部等。

为了克服这些难题，

沈教授分享了国内外细胞

治疗的最新研究数据，并

结合自己丰富的临床和转

化研究经验，提出了针对

性的见解。她强调，在细

胞治疗中，如何筛选能够

从中获益的患者群体、确

定 T 细胞的采集和回输时

间，以及选择最合适的给

药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

环节。她认为，尽管目前

细胞免疫治疗还面临诸多

挑战。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

心徐瑞华教授就结直肠癌

临床诊治所面临的难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并详细介

绍了其团队在该领域取得

的一系列创新成果。徐教

授首先指出了结直肠癌早

期诊断和疗效预测的重要

性。其团队致力于“创建

肠癌早诊及疗效预测新方

法”，通过研发新型生物

标志物和检测技术，提高

了结直肠癌的早期诊断率，

并为患者提供了更为个性

化的治疗方案。

在分子分型研究方面，

徐教授团队建立中国人群

分子分型，探索肠癌进展

及耐药新机制。他们通过

对中国结直肠癌患者进行

大规模的基因测序和分析，

发现了与肠癌进展和耐药

性相关的新基因变异，为

精准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精准治疗体系的建立上，

徐教授团队也取得了显著

进展。他们“创建肠癌精

准治疗体系”，结合患者

的分子特征和临床表现，

制定方案。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

者 秦苗）近日，广东省人

民医院和广东省肺癌研究

所的吴一龙教授团队在国

际期刊《癌细胞》发表了

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为

不可手术的肺癌患者提供

了新的治疗策略，打破了

传统治疗模式。传统上，

中期肺癌患者通常先放化

疗，后免疫维持治疗，但

仅 70% 的患者有机会接受

后续免疫治疗。吴教授团

队的“开拓者”研究则探

索了一种新方法：在放化

疗前，使用免疫治疗转化

不可手术患者为可手术状

态。（Cancer Cell Int.6 月

20 日在线版）

研究使用了中国自主

研发的 PD-L1/TGF-β 双

抗 药 物 ——SHR-1701。

根 据 患 者 肿 瘤 的 PD-L1

表达水平，团队设计了不

同治疗方案。完成三个周

期的诱导治疗后，评估手

术可行性。具体为：PD-

L1 TPS<50% 的 患 者 接 受

SHR-1701 联 合 化 疗；

PD-L1 ≥ 50% 的患者则随

机分组，分别接受联合化

疗或 SHR-1701 单药治疗。

研究共入组 107 例患

者。完成诱导治疗后，所

有患者进行多学科会诊，

评估能否手术，并决定后

续治疗方式。可手术者接

受手术；不能手术者进行

根治性化放疗。所有患者

完 成 局 部 治 疗 后， 进 行

SHR-1701 的巩固治疗，

并进入随访阶段。

截 至 2023 年 9 月，

93% 的患者完成 3 周期诱

导治疗。结果显示，接受

SHR-1701+ 化疗诱导治疗

后的客观缓解率（ORR）

为 58%；接受 SHR-1701 单

药诱导治疗后的 ORR 为

40%。在 27 例接受手术的

患者中，所有患者均达到

R0 切除；44% 的患者达到

主要病理缓解（MPR），

26% 的患者达到完全病理缓

解（pCR）。

约 1/4 原本被认为不

可手术的Ⅲ期非小细胞肺

癌（NSCLC）患者，在接

受免疫诱导治疗后成功转

化为可手术状态。手术后

治疗效果优于传统治疗，

全部实现 R0 切除，近半

数达到 MPR，超过 1/4 达

到 pCR。手术后 18 个月的

无事件生存率高达 74.1%，

而 仅 接 受 放 疗 的 患 者 为

57.3%。尽管取得了显著成

效，吴教授强调，仍需进一

步研究和验证。团队计划进

行更大规模研究，为Ⅲ期

NSCLC 患者开辟新的治疗

路径。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秦苗 通讯员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内科 李文斐  焦曦  陈杨） 6 月的北京，热情如火。6 月 11~16 日，一场为期一周的学术盛

会——第十四届北京大学消化肿瘤大会暨中国胃肠肿瘤临床研究协作组（CGOG） 2024 年会在京召开。本次大会以“创新、共赢、卓越”为核心理念，吸

引了众多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共同研讨消化系统肿瘤的精准治疗方法及最新科研动态。大会特别关注了精准转化医学、细胞免疫治疗以及新药临床研究等

前沿领域。大会主席、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表示，此次大会的重点是消化系统肿瘤的精准治疗，目标是交流最新的研究进展，讨论临床面临的难题，

并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案。她强调，临床与基础研究是紧密相连的，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交流能促进临床医学的进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

“临床挑战”专场

魏于全    解析生物医药研发新纪元
“国际前沿”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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