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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院士团队最新研究

创新疗法为小细胞肺癌带来新希望

医师报讯（融媒体

记者 刘则伯）2 月 18

日，国家呼吸疾病重点

实验室、广州医科大学

钟南山院士发表研究

文章指出，卡瑞利珠单

抗联合阿帕替尼和化

疗，作为一线治疗方案，

在广泛期小细胞肺癌

患者中表现出可接受

的安全性和有希望的

抗肿瘤活性。（STTT.2

月 18 日在线版）

在这项多中心、单组

试验中，纳入了 40 例未经

治疗的广泛期小细胞肺癌

患者，年龄在 18~75 岁之

间，评估了卡瑞利珠单抗

（PD-1 抑制剂）联合阿

帕替尼（VEGFR 抑制剂）

和化疗作为一线治疗方案

的安全性、抗肿瘤活性，

以及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结 果 发 现， 在 36 例

可评估患者中，诱导治疗

后，客观缓解率（ORR）

为 66.7%， 疾 病 控 制 率

（DCR）为 97.2%。

整 个 治 疗 结 束 后，

94.4% 的 患 者 靶 病 灶 有

所 缩 小，ORR 提 高 至

88.9%，DCR 为 97.2%，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

为 7.3 个月，中位总生存

期（OS）为 17.3 个月。

此外，中位反应持续

时间（DoR）为 5.4 个月，

中位反应时间（TTR）为

1.5 个月。

对于安全性，所有 40

例患者均出现治疗相关不

良事件，其中 75% 为 3 级

或以上，未发生治疗相关

死亡。

对潜在的生物标志物

分析发现，TP53（97%）

和 RB1（90%） 是 最 常

突 变 的 基 因，Rb1 突 变

与 更 长 的 PFS 相 关， 而

PTPRD 和 mTOR 信号通

路基因突变与更短的 PFS

相关。对免疫细胞浸润分

析显示，高水平的 NK 细

胞和干扰素与更长的 PFS

相关，而癌症相关成纤维

细胞水平高与更短的 PFS

相关。

研 究 指 出， 这 项 研

究首次报告了 PD-1 抑制

剂联合 VEGFR 抑制剂和

化疗对广泛期小细胞肺癌

治疗的安全性和抗肿瘤活

性。值得注意的是，该方

案具有可控的安全性，以

及有希望的抗肿瘤活性。

尽 管 如 此， 这 是 一

项 单 组 试 验， 缺 乏 对 照

组，因此抗肿瘤活性是初

步 的， 无 法 确 定 因 果 关

系，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

进一步验证。该方案作为

一线治疗方案，在广泛期

小细胞肺癌患者中具有可

控的安全性，以及有希望

的抗肿瘤活性，ORR 为

88.9%，DCR 为 97.2%，

中位 PFS 为 7.3 个月，中

位 OS 为 17.3 个月。

日 前， 复 旦 大 学 附

属华东医院徐金富教授在

《国际呼吸杂志》发文

指出，中国在支气管扩张

症（简称“支扩”）领域

的临床研究逐渐进入快车

道，确立了气道廓清治疗

的基石地位和多种治疗手

段的重要性。未来仍面临

诸多挑战，需聚焦于支扩

实验模型开发、罕见病因

诊断与机制研究、病原体

感染识别与治疗、新药开

发等方向，推动支扩诊治

领域的持续发展。

徐金富在文中回顾了

支扩领域十年来取得的进

展，他表示，过去支扩并

未受到足够的重视，2013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支

扩研究项目为零，但在钟

南山院士等专家的呼吁

下，2021 年 正 式 将 其 列

为单独申报条目，推动了

相关研究的开展。

徐 金 富 教 授 介 绍，

2020 年， 中 国 支 扩 联 盟

成立并构建了支扩注册登

记平台，纳入全国 116 家

医院，入组超过 1.5 万例

患者。

该平台推动了多项研

究成果的发布，包括中国

支扩患者临床特征图谱，

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

流 行 病 学 方 面，2013 年

调查显示，我国 40 岁以

上人群支扩患病率约为

1.2%，且患病率随年龄增

长而升高。研究还发现，

空气污染和低温环境与支

扩死亡风险增加相关，提

示需关注环境因素对支扩

的影响。

此外，徐金富教授还

从诊断、治疗等方面介绍

了最近十年来支扩领域的

进展。

儿童及青少年肺栓塞亟需重视儿童及青少年肺栓塞亟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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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柳叶刀·呼

吸病学》发表美国儿童及

青少年急性肺栓塞流行病

学数据，国家呼吸医学中

心、中日医院呼吸中心翟

振国教授团队受邀撰写专

题评论。

研究数据显示，儿童

青少年急性肺栓塞总体罕

见，但特定高风险人群（如

合并严重基础疾病或出现

高危症状）病死率显著升

高。研究提示，需重点关

注高风险患者的早期识别

和个体化治疗，同时平衡

抗凝治疗与出血风险。

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

美国“儿童住院患者数据

库”， 对 2016-2019 年 因

急 性 肺 栓 塞 住 院 的 5733

例 0~19 岁 患 者（ 女 性

58.5%，男性 41.5%）进行

了分析。儿童肺栓塞的年

发病率为每10万人3.5例， 

存在两个发病高峰：1 岁以

下婴儿和15~19岁青少年，

住院期间病死率为 4.5%，

合并肺栓塞患者的死亡风

险是未合并者的 9.3 倍。

高风险特征患者（如严重

合并症）死亡率显著升高：

0~9 岁 组 25.3%；10~19 岁

组 13.9%。无高风险特征患

者死亡率较低：0~9 岁组

4.9%；10~19 岁 组 0.7%。

高风险患者颅内出血发生

率 更 高：0~9 岁 组 8.1%；

10~19 岁组 3.6%。

无高风险患者发生率

显著降低：0~9 岁组 2.5%；

10~19 岁组 0.5%。在治疗方

面，除系统性溶栓外，其

他再灌注治疗（如取栓手

术）在青少年中应用极少。

研究发现，儿童青少年急

性肺栓塞总体罕见，但特

定高风险人群病死率显著

升高。研究提示需要重点

关注高风险患者的早期识

别和个体化治疗，同时平

衡抗凝治疗与出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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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及 青

少 年 肺 栓 塞 的

发病率虽低，但死亡风险

高。全球数据显示，其

发病率仅为成人的1/50，

但由于诊断延迟和治疗

策略不明确，临床危害

不容忽视。

目 前， 学 界 对 儿 童

及青少年肺栓塞的流行病

学、病理生理机制及预后

等认知存在空白。儿童及

青少年肺栓塞症状不典

型，易误诊漏诊。研究发

现，婴儿期和青春期发病

率高，心血管疾病、感染、

恶性肿瘤等是主要危险因

素，中心静脉导管置入是

重要诱因。临床需提高对

这些风险因素的认知，实

现早期诊断。

儿童及青少年肺栓塞

缺乏标准化诊断和管理指

南，高危婴儿死亡率高，

溶栓和介入治疗适应证不

明确，门诊患者预后追踪

困难。未来需开展前瞻性

研究，填补门诊和长期预

后数据的空白。全国性数

据研究中，因缺乏唯一患

者标识符，可能高估发病

率、低估致死率。儿童及

青少年肺栓塞流行病学数

据匮乏，需多方协作，通

过数据标准化和整合，推

进长期预后研究，优化公

共卫生干预和政策制定。

徐金富教授回顾中国支扩十年发展

从“冷门”到跻身国际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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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系统疾病是我

国的常见、重大疾病，

其发病率、死亡率长期

居我国城乡居民各系统

疾病发病率首位，已国

家极为突出的公共卫生

与医疗保健问题。呼吸

学科的发展面临着诸多

机遇与挑战，呼吸慢病

防治难、知晓率低，更

有突如其来的传染病，

考验着呼吸医师。

《医师报》是行业

媒 体 中 第 一 个 开 设 呼

吸专栏的媒体，专栏成

立 于 2014 年， 由 王 辰

院士牵头成立，曹彬、

应 颂 敏 教 授 担 任 专 栏

主 编，CTS&CACP 青

委组成编委成员，目前

已经创办 400 余期。曾

荣 获 省 部 级 政 府 新 闻

出 版 奖 —— 报 纸 精 品

栏目奖。

为交流呼吸学科建

设、呼吸医师成长经验，

探索呼吸学科未来发展

全新路径，现《医师报》

呼吸专栏征集青年编委、

ERS/ATS 特约通讯员，

同时向全体呼吸学科相

关医师发起征稿。

1.45 岁及以下；

2. 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师，或在基

层医院工作 3 年及以上的呼吸科以及全科医师；

3. 热爱呼吸事业，关注呼吸学科发展，愿意参

与稿件的撰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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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现场报道，同时发布您及您团队或您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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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同道分享您在 ERS/ATS 的所见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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