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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治疗 : 积极而规范地推进  

齐学进 副会长陈志南 院士 柳琪林 主任郝希山 院士付小兵 院士 魏于全 院士吴祖泽 院士 郑静晨 院士

很多人认为细胞治疗

才是生物治疗，但事实上，

当前生物治疗范围很广，

主要包括基因治疗、免疫

治疗（细胞、细胞因子、

抗体与疫苗等）、调节细

胞生成治疗、调节细胞凋

亡及分化诱导、小分子靶

向药物、骨髓移植与干细

胞治疗和3D生物治疗等。

其中，当前学界对基

因治疗有浓厚兴趣，一些

重大疾病也因此取得进展。

此外，基因治疗还正受到

国际大制药公司的青睐。

尽 管 目 前 也 有 一 些

基因治疗的药物已经被批

准上市，但基因治疗仍存

在问题，最核心的问题是

基因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而基因治疗的关键是

靶向性问题。

我 们 应 抓 住 当 前 机

遇，高度重视国际前沿生

物技术研究与基础研究，

争取占有一席之地，抢占

生物治疗与生物药研发的

制高点，加强源头创新以

及将前沿生物技术与基础

研究成果，尽快转化为用

于疾病治疗的产品或临床

治疗手段，实现产业化。

编者按  10 月 11~12 日，千余名来自医学界、生物学界的专家、学者、企业精英汇聚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在中国生物治疗大会暨第五

届细胞治疗技术研讨会上，他们走近权威专家，聆听巨匠声音，获取最前沿的生物治疗专业信息，共同探讨生物学领域的发展前景。本届

大会主题为“积极而规范的生物治疗”，开幕式后，大会举办了别开生面的院士论坛。

生物治疗及生物

治疗药物已经在一些

难治之症治疗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我国在生物治疗

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

究领域，某些方面已

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生物治疗注重基

础与产业的结合，凝

聚了一批走在世界前

沿的生物治疗和研究

领域的名家大家，还

有一大批有作为的中

青年，相信这一定是

一支有实力、有后劲

的队伍。

——中国医师协会

副会长 齐学进

中国医师协会努

力打造一个受广大临

床及科研工作者欢迎

的有品质有内容的学

术会议，为医学界、

生物界专家、学者、

企业搭建一流学术交

流平台。

——中国医师协会

继续医学教育部主任 

柳琪林

院士论坛

协会声音

我国生物治疗水平在

国际上已经享有一定地位，

但与其他国家仍然存在差

距，主要表现在：原始创

新较少，大部分研究处于

个案，缺少多中心临床研

究；并且在现有研究中，

现象观察较多，机制探讨

较少；缺少有特色、有规

模的转化中心。

与其他专科不一样，

生物治疗必须是产品、疾

病、临床医师、病房的结合，

涉及实验室、技术、临床

医护人员、患者，以及伦理、

管理等问题。没有团队协

作，没有一定规模以上的

多中心研究，很难做得好。

除此之外，我国生物

治疗领域的法规制度不健

全，审批难度大。目前这

已经得到重视，国家成立

了干细胞国家指导委员会，

旨在推进干细胞的整顿和

发展。在组织工程审批、

标准化方面也已取得阶段

性成果。

困难很多，问题也有，

但前景看好。建议形成产

学研联盟，在符合伦理的

情况下，进行有益探索，

开展小规模临床试验，并

根据不同单位不同情况，

建立治疗模式。

生物治疗研究在近 30

年来取得了飞速发展。在

外科领域，医师利用其他

治疗手段来辅助治疗的机

会也越来越多。一手拿手

术刀切除肿瘤，一手高举

生物治疗，强调通过增强

免疫，杀灭肿瘤细胞，或

许代表了将来医学发展的

趋势。

付小兵  中国工程院院士  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院长 

一手拿手术刀  一手高举生物治疗

魏于全  中国科学院院士  四川大学副校长  

尽快实现前沿生物技术产业化

肿 瘤 生 物 治 疗 也 称

免疫治疗，即利用生物工

程的方法，调节机体的防

御功能，抑制或消灭肿瘤

细胞。

在正常生理条件下，

每个人的免疫系统具有十

分完备的“监视”和“防御”

功能。由于肿瘤患者的免

疫系统处于抑制状态，降

低了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对

肿瘤细胞的“战斗力”。

作为继手术、放疗和化疗

后肿瘤治疗的第四模式，

生物治疗因其安全、有效、

不良反应少等特点，被认

为是目前肿瘤综合治疗模

式中最活跃、最有前途的

手段。

未来肿瘤生物治疗的

发展方向，将是通过开发

新型的生物治疗手段，打

破机体的免疫耐受状态，

从而进一步提高生物治疗

的临床疗效。通过大宗病

例的对照研究，对生物治

疗确切的疗效作出深入、

客观的评价。寻找可以有

效预测免疫治疗效果的生

物标志物，实现提高患者

的生存率和生命质量，这

将对生物治疗在临床的推

广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郝希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  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  

生物治疗是肿瘤综合治疗中最具前途手段

再生医学是继药物、

手术治疗之后全新的疾病

治疗手段，备受国际生物

学和医学界关注，为解决

当下疑难杂症带来希望。

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干细胞产业结构  可

分为：干细胞的采集、储

存；技术研发；移植与治

疗。在临床应用和治疗技

术方面，成体干细胞发展

最为迅速，主要应用于治

疗骨与关节疾病、移植物

抗宿主病、心脏疾病等。

基因治疗  肢体动脉

闭塞病是我国基因治疗疾

病的代表之一。即将 HGF

基因以裸露 DNA 的形式

用肌肉注射或基因枪转移

的途径转移至肢体缺血部

位，在缺血局部形成侧肢

循环，建立“分子搭桥”

机制，对肢体动脉闭塞病

患者是可行、简便、安全、

有效的生物药物治疗方法。

组织工程  我国在皮

肤、软骨、角膜等方面己

形成产品或处于临床研究

阶段。组织工程皮肤是我

国第一个组织工程产品，

于 2007 年通过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评审，获准

上市。但是，在膀胱、气管、

食管、小肠等空腔脏器以

及结构和功能更为复杂的

肝脏、肾脏、胰腺等实质

脏器的构建目前仍无突破

性进展。

器官移植  人源化异种

器官有望成为移植器官的

新来源。目前已经培育出

敲除半乳糖分子基因的转

基因猪，并对其进行了人

源基因改造，从理论上解

决了超急性免疫排斥问题。

转基因猪的眼角膜、皮肤、

胰岛等组织和器官有望应

用于人体移植。

抗体药物是生物技术

产业最重要部分之一，也

是全球生物技术产业化最

为成功的产品，全世界已

有数亿人口受益。由于抗

体药物靶向性强、疗效确

切，不良反应少、安全性

好等特征，被誉为“生物

导弹”，可广泛应用于恶

性肿瘤、艾滋病、传染性

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

器官移植术后排异反应等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

治疗中。

抗体药物的治疗机制

主要有靶点封闭、信号转

导、靶向载体、免疫应答、

中和作用、免疫调节等。

目前抗体药物制备关键技

术主要有杂交瘤技术、抗

体表位 / 靶点确认技术、

嵌合抗体技术、人源化抗

体修饰技术、抗体库技

术、B 细胞永生化分选技

术、B 细胞分选克隆技术、

全人抗体转基因小鼠技术

等，抗体药物大规模生产

主要采用动物细胞大规模

批次流加培养及连续灌流

培养工艺。

得 益 于 上 述 技 术，

新的药物靶标的不断发现

及靶抗原表位的选择为治

疗性抗体的迅速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人源化及

人源性抗体将为治疗性抗

体主体，重组抗体在治疗

性抗体中的作用愈来愈重

要，哺乳动物细胞高效表

达体系及转基因动物的建

立为大规模生产治疗性抗

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吴祖泽  中国科学院院士 

             军事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 

再生医学有望解决疑难杂症

  陈志南  中国工程院院士  第四军医大学细胞工程研究中心 

“生物导弹”护卫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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