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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6 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召开

                中国新生力量为血液学注入活力
“ASH 主席告诉我，

中国的报告数量已经仅次

于欧美国家。”哈尔滨血

液病肿瘤研究所马军教授

表 示， 今 年，ASH 年 会

共收到了 7938 篇论文投

稿，其中中国贡献了超过

600篇研究，约占总数1/12，

彰显了中国学者不断攀升

的研究水平。值得一提的

是，在这些入选的研究中，

有 80% 是由中青年学者完

成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国

血液学界的新生力量正在

茁壮成长，继承并

发扬了中国血

液 学 的 传

统， 为

血 液

领

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国在细胞治疗方面

尤其引人注目，在 CAR-T

细胞疗法，复发 / 难治性

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外周

T 细胞淋巴瘤的治疗中取

得了重要进展。同时，中

国在某些疾病的全程化管

理方面也作出了突出贡献，

如骨髓瘤、慢性髓系白血

病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特别是对于儿童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中国的临床

治愈率已达到 90% 左右，

体现了中国在该领域的卓

越成就。

“然而，我国原创药

物仍然很少，要加强创新、

深化改革，并积极推动学

术交流。”马军教授强调，

为了让我国的血液病患者

能够获得更长的生存期、

达到更高的临床治愈水平，

中国学者必须积极与世界

接轨，不断加强国际交流

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血

液学研究的进步与发展。

在 造 血 干 细 胞 移 植

（HSCT）后细小病毒 B19

感染研究较少，有限的报

道显示，B19 感染可导致

严重的难治性贫血、植入

失败、以及持续的全血细

胞减少，但目前临床研究

较少且感染机制尚未明确。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黄晓军院士团队通过分

析 136 例 B19 感染成人患

者的临床数据，并与 408

例未感染患者对照后发现，

HSCT 后持续性 B19 感染

发生率高，与严重全血细

胞减少及器官并发症紧

密相关，并显著增加移

植后的非复发死亡率，

降低总生存率。研究揭

示 B19 不仅能感染红细

胞系细胞，还能广泛侵染

造血系统的其他细胞，包

括髓系、淋巴系细胞及造

血干细胞（HSC）。值得

注意的是，B19 感染导致

HSC 数量减少、凋亡增加，

且感染的 HSC 表现出向下

游细胞分化的趋势增强，

这可能解释了 B19 感染导

致全血细胞减少的机制，

并提示多谱系感染可能起

源于感染的 HSC。研究为

理解 B19 感染的致病机制

及改善 HSCT 患者预后提

供了重要依据。裴旭

颖代表团队发表

口头报告。

遗传性血栓形成倾向

（例如抗凝血酶、蛋白 C

和蛋白 S 缺乏症）与妊娠 

静脉血栓栓塞风险相关。

然而，对于其与不良妊娠

结局以及血栓预防的必要

性之间的关系，目前仍未达

成普遍共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张晓辉

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前瞻性、

随机对照的Ⅱ期临床试验，旨

在评估低分子量肝素加阿司匹

林或单用阿司匹林是否能改善

蛋白 S 缺乏孕妇的妊娠结局。

研究纳入了符合条件的蛋白 S

缺乏孕妇，按 1 ∶ 1 ∶ 1 的比

例随机分为联合用药组、单药

治疗组和无干预组。所有患者

均被随访至产后 6 周，主要终

点为活产，次要终点包括多项

妊娠和新生儿相关指标。

结果显示，联 合用药组

和单药治疗组均未显著改善

蛋白S 缺乏患者的妊娠结局。

因此，不推荐这类孕妇中使

用低分子量肝素和阿司匹林

进行血栓预防治疗。本研究

为蛋白 S 缺乏孕妇的管理提

供了重要参考。臧梦桐代表

团队发表口头报告。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黄河教授团队探索

了利妥昔单抗、来那度胺和

泽布替尼（ZR2）联合序贯

CAR-T 细胞疗法作为高危

大 B 细胞淋巴瘤（LBCL）

一线治疗的新策略。

研究纳入新诊断的高

危 LBCL 成人患者。患者首

先接受两个周期的 ZR2 治

疗，随后部分缓解或疾病

稳定者接受 CD19 CAR-T

细 胞 疗 法。 共 23 例 患 者

参与研究，所有患者均顺

利完成 ZR2 治疗，且耐受

性良好。18 例患者进一步

接 受 CAR-T 细 胞 疗 法，

期间仅观察到轻微细胞因

子释放综合征，无严重不

良反应。血液学毒性为最

常见不良反应，但与淋巴

耗竭化疗相关，且恢复迅

速。CAR-T 细胞疗法后，

94.4% 的患者达到完全缓解

（CR），1 例经多线挽救

化疗后也达 CR。中位随访

24 个月，仅 2 例患者复发，

经再次化疗后均达 CR。所

有接受 CAR-T 细胞疗法

的患者均保持 CR 状态，

总生存率为 100%，1 年无

进展生存率为 85.7%。

研究表明，ZR2 联合

序贯 CAR-T 细胞疗法为

高危 LBCL 患者提供了一

种无化疗的治疗选择，具

有高完全缓解率、高长期

生存率和低毒性的特点。

张明明代表团队发表口头

报告。

自 体 HSCT（Allo-

HSCT）是血液恶性疾病的

关键治疗，但血小板植入延

迟常影响患者预后。重组人

血小板生成素（rhTPO）在

多种血液病中疗效显著，有

助于移植后血小板重建。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

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

液学研究所）姜尔烈教授

团队开展了一项前瞻性对

照研究，共纳入 57 例接受

allo-HSCT 的患者，从移植

后 +1 d 开始接受 rhTPO 治

疗，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

结果显示，试验组较

对照组实现血小板植入的

中位时间显著提前（12 d 对

比 13 d），血小板计数达到

30×109/L 的时间明显缩短

（13 d 对比 16 d），且试验

组的血小板计数更快达到更

高水平。治疗后第 21 d ，试

验组和对照组的累积血小板

植 入 率 为 96.3% 和 83.3%，

第 60 d 两组患者全部都实现

了血小板植入。

随访期间，两组一年总

生存率均为 100%，试验组 1

年无复发生存率为 96.3%，

对照组为 93.3%，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试验组的中重度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累积发

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14.8%

对比40.0%，P=0.043）。此外，

较高剂量的 rhTPO 具有良

好的安全性。冯丹代表团队

发表口头报告。

t(8;21)(q22;q22) 易

位 是 急 性 髓 系 白 血 病

（AML）中常见的染色

体异常。中国医学科学

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

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

王建祥教授团队 对 42

例天津血液病研究所的

t(8;21)AML 患者的基因

表达谱进行聚类分析，

并 在 来 自 HOVON 队

列 的 另 外 46 例 t(8;21)

AML 样本中进行验证。

研 究 揭 示 了 3 个 不

同 的 转 录 亚 组：C1 组

以白血病干细胞和祖细

胞标志物异常表达为特

征，预后最差，复发或

难 治 比 例 高 达 62.5%；

C2 组 与 代 谢 途 径 相 关

基因异常表达相关，有

21.4% 的 患 者 出 现 复 发

或 难 治；C3 组 则 富 集

干扰素相关信号，所有

患者均达到完全缓解。

进 一 步 分 析 发 现，C1

组达到主要分子学反应

(MMR) 的 比 例 最 低，

且 KIT-D816、FLT3-

ITD 突 变 及 不 利 突 变

ASXL2、ZBTB7A 富集，

CD7 表达也与不良预后

相关。

本 研 究 通 过 综 合 多

组学分析，成功鉴定出

t(8;21)AML 中的高危亚

组，并揭示其独特的分

子和预后特征，为精准

预后评估和个性化治疗

方案制定提供了新的分

类策略。

姜尔烈  为优化 rhTPO 剂量提供依据

黄河  高危大 B 细胞淋巴瘤的一线治疗“之争”

张晓辉  蛋白 S 缺乏症孕妇防栓管理新方向

王建祥  鉴定急性髓系白血病高危亚组

口 头 报 告 亮 点 解 读

黄晓军  病毒感染影响移植

马军  中国血液学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

600+研究入选
70+ 口头 报 告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
者 管 颜 青）12 月 7~10 日， 第

66 届美国血液学会（ASH）年会在美
国 圣 地 亚 哥 召 开。 在 这 场 学 术 盛 宴 中，

中国学者的表现尤为亮眼，仅在口头报告
（oral）环节，就有超过 70 篇研究入选，
再创历史新高，包括黄晓军院士团队、

王建祥教授团队、张晓辉教授团队、
黄河教授团队、姜尔烈教授团

队等多项研究成果。

姜尔烈 教授姜尔烈 教授

马军 教授马军 教授

黄晓军 院士黄晓军 院士

王建祥 教授王建祥 教授

张晓辉 教授张晓辉 教授

黄河 教授黄河 教授

马军教授（左五）在会议现场马军教授（左五）在会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