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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固有思维  共启结直肠癌诊疗“新征程”
医师报讯 （融媒体记者 王丽娜 ） 2025 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同时也是“十五五”

的规划之年。在这充满希望的关键之年岁首，1 月 9 日，第十届医学家年会结直肠肿瘤分论坛
高水准召开。论坛总结过往展望未来，汇聚行业顶尖专家为结直肠肿瘤专业发展积蓄力量。论
坛依托“第十届医学家年会”这一高水平平台，由中国抗癌协会、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委会、
《医师报》联合主办，共设 5 个单元，内容涵盖了微创外科技术、综合治疗方案、临床研究、
产学研合作以及技术品牌建设等众多结直肠肿瘤领域发展的热点和难点。与会专家对结直肠肿
瘤的综合治疗策略、新药研发、细胞免疫治疗、肿瘤疫苗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大会主席、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锡山教授
强调：“中国结直肠肿瘤领域在技术创新和临床研究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未来应加强多学科
合作，推动中国方案走向世界，造福全球患者。”

肿瘤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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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与媒体互促 共担健康中国使命学界与媒体互促 共担健康中国使命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

长樊代明院士表示，《医

师报》在中国抗癌协会活

动报道中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此次，在第十届医学

家年会的平台上召开结直

肠肿瘤分论坛意义重大，

为业内专家提供了一个宝

贵的交流平台。对于结直

肠癌的诊疗，樊代明院士

强调：“左半结肠癌和右

半结肠癌，特别是直肠癌，

从治疗到预后、从病因到

遗传学都很不相同，目前

世界医学界包括中国将其

统称结直肠癌很不妥当，

会显著影响结直肠癌的研

究和治疗。此外，越来越

多的研究发现放疗及其联

合化疗在结直肠癌治疗中

的重要性。”樊代明院士

表示，随着现代医学的发

展，对疾病认识逐渐加深，

疾病的研究和诊治应更注

重精准化和对各种抗癌手

段的整合运用。他鼓励临

床医生积极创新、打破固

有思维，探索更多整合诊

疗方法，以推动结直肠癌

治疗水平的提升。

张艳萍执行社长表

示，《医师报》作为中国

医疗行业的重要媒体，始

终活跃在中国抗癌协会、

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委

会、中国医师协会结直肠

肿瘤医师分会等学协会的

各类会议和活动现场，为

行业发展提供及时、全面

的新闻报道。她深情回顾

了王锡山教授带领结直肠

肿瘤专家疫情期间进行的

《医师报》首场直播“致

敬英雄 诉说衷肠”，搭建

起专家和患者线上交流的

平台，在消解恐慌、分享

经验、致敬抗疫医护人员

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如今

《医师报》直播中心直播

已逾 3000 场，《医师报》

全媒体平台好评度、美誉

度日益提升，这和学界与

媒体互相促进以及“医生

自己的报纸”的报纸定位

密不可分。在第十届医学

家年会召开、《医师报》

成立 18 周年的 2025 年，

希望更多专家用好《医师

报》平台，传播医界正能

量、好声音，为推动我国

医疗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王锡山教授指出，结

直肠癌目前在我国恶性肿

瘤发病率中排名第二，死亡

率排名第四，对国民生命

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在中

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

员会和中国医师协会结直

肠肿瘤医师分会的支持下，

已开展一系列活动，如“腔

镜万里行”“重走长征源——

中国胃肠 NOSES 百场公益

系列学术活动”。这些活

动充分展现了结直肠肿瘤

专家群体心系基层、肩负

使命的家国情怀。本次“第

十届医学家年会”这一高水

平平台上，聚集了结直肠

肿瘤领域的权威专家，旨

在以整合医学理念为指导，

探讨微创外科、综合治疗、

临床研究、产学研合作等新

方向，以期凝聚共识，为

未来的行动指明方向，推

动结直肠癌诊治的新发展。

开幕式由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关旭博

士主持。

关注前沿  引领未来

 科研创新 提升疗效

产学研结合 推动转化

中国方案 走向世界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赵任教授就

“前沿技术驱动的结直肠

肿瘤外科创新”板块进行

了引导发言，他表示，结

直肠肿瘤外科技术经历了

漫长的发展历程，从早期

手术到微创技术再到机器

人手术和 5G 远程手术，每

一次技术革新都为患者带

来了更好的治疗效果。未

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将

在外科领域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例如辅助诊断、

手术导航、手术规划和预

后预测等，将进一步提升

手术的精准性和安全性。

讨论嘉宾就微创技术、

人工智能辅助手术、机器

人手术、5G 远程手术等话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分享

了各自的经验和见解，并

对未来外科技术的发展趋

势进行了展望。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

医院黄镜教授就“综合治

疗模式下的结直肠肿瘤治

疗策略”板块引导发言。

她认为，综合治疗是结直

肠肿瘤治疗的重要模式，

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

率和生活质量。

目 前， 免 疫 治 疗 在

MSI-H 患者的治疗中取得

了显著成果，而 MSS 患者

的免疫联合治疗和晚期患

者的局部治疗策略仍需进

一步探索。未来，需要更

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来指

导临床实践，并寻找更有

效的治疗策略。

讨论嘉宾就 MSS 患者

的免疫治疗、晚期患者的

局部治疗策略、新辅助治

疗模式选择等话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并对未来结直

肠肿瘤综合治疗的发展趋

势进行了展望。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王贵英教授就“结直肠

肿瘤临床研究的创新突破”

中，回顾了结直肠肿瘤临

床研究的创新突破，包括

外科技术的进展、局部进

展期结直肠癌的 TNT（即

“放化疗 + 免疫治疗 + 手

术”）模式、晚期肠癌的

免疫治疗和新靶点治疗等。

她表示，TNT 模式，在局

部晚期结直肠癌患者中取

得了显著的病理缓解率和

生存率提升，未来有望成

为新的治疗标准。她指出，

中国结直肠肿瘤临床研究

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全

球结直肠肿瘤治疗提供了

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讨论嘉宾就 TNT 模式

的临床应用、新辅助治疗

的优化、晚期肠癌的治疗

策略、精准治疗和个体化治

疗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空 军 军 医 大 学 西 京

医 院 聂 勇 战 教 授 就“ 结

直肠肿瘤研究的临床转

化 —— 携 手 产 学 研 铸 就

防诊疗革新”板块进行了

引 导 发 言， 他 介 绍 了 结

直肠肿瘤临床转化方面

的国际进展，重点介绍了

CAR-T 细胞治疗和肿瘤

疫苗的研发进展，以及如

何推动这些技术的临床

转化。他强调，临床转化

需要产学研的紧密合作，

并需要政策支持和资金

投入，才能更好地造福患

者。他表示，CAR-T 细

胞治疗展现出巨大的潜

力，未来需要进一步提高

其疗效和安全性。

讨论嘉宾就 CAR-T

细胞治疗的技术优化、应

用范围拓展、联合治疗策

略、安全性控制等话题进

行了交流。

中 国 医 学 科 学 院 肿

瘤医院王锡山教授就“结

直 肠 癌 专 科 技 术 品 牌 建

设 的 中 国 方 案 与 国 际 推

广” 引 导 发 言。 他 从 战

略 层 面 探 讨 了 结 直 肠 肿

瘤 专 科 技 术 品 牌 建 设 的

中国方案与国际化推广。

他 强 调， 中 国 结 直 肠 肿

瘤 领 域 拥 有 丰 富 的 病 例

资源和优秀的科研团队，

具 备 打 造 国 际 品 牌 的 基

础和条件。

未来，需要加强产学

研 合 作， 提 升 品 牌 影 响

力，并将中国方案推广到

国际舞台，为全球结直肠

肿瘤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

选择。他还特别强调了品

牌 建 设 的 国 际 化 推 广 部

分，指出中国方案需要通

过国际合作和交流，向世

界展示中国结直肠肿瘤治

疗的成果和技术优势，提

升中国结直肠肿瘤领域的

国际影响力。

讨论嘉宾们就如何提

升中国结直肠肿瘤专科技

术的国际影响力、如何推

动中国方案走向世界、如

何加强国际合作等话题进

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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