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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

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好声音

肺鳞癌模型以及驱动

基因的研究明显滞后于肺

腺癌，直接导致其临床治

疗未能取得重要进展。一

项由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和上海生物科学研究院

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

究所共同参与完成的研究

深度揭示了肺鳞癌的发生

机制，是近年来有关该领

域研究的重要进展（Cancer 

Cell. 2014,25:1-15）。

本研究为肺鳞癌的研

究提供了可靠的动物模型，

为药物筛选和驱动基因的

寻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肺鳞癌和腺癌

炎 症 微 环 境 中 截 然 不 同

的 肿 瘤 相 关 中 性 粒 细 胞

（TAN） 和 肿 瘤 相 关 巨

噬 细 胞（TAM） 浸 润 格

局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尤

其是研究所发现的 LKB1

和 PTEN 双 基 因 缺 失 型

肺 鳞 癌 高 表 达 PD-1/

PD-L1 分 子 不 仅 解 释 了

肿 瘤 免 疫 逃 逸 的 发 生，

也 为 基 于 PD-1/PD-L1

分 子 的 肺 鳞 癌 治 疗 提 供

了新靶点。

研 究 者 首 先 在 LKB1

和 PTEN 双 基 因 缺 失 小

鼠中发现肺鳞癌的发病率

达 到 100%， 并 利 用 代 谢

组学、基因芯片等进一步

证实 LKB1 和 PTEN 双基

因缺失型鳞癌和原发的肺

鳞癌中基因的表达存在高

度相似性。和腺癌不同，

LKB1 和 PTEN 双基因缺

失型肺鳞癌的炎症微环境

以肿瘤相关中性粒细胞浸

润为主，易趋化调节性 T

细胞，且 T 细胞中 PD-1

分 子 表 达 增 加， 癌 细 胞

PD-L1 分 子 表 达 也 显 著

增强。

此外，研究还发现了

LKB1 和 PTEN 双 基 因 缺

失型肺鳞癌干细胞致瘤能

力显著强于具有其他基因

表型的肺鳞癌干细胞，同

时伴有 PD-L1 分子的表达

增加。

低 剂 量 X 射 线 计 算

机断层成像（LDCT）无

疑 是 今 年 肺 癌 筛 查 和 早

期诊断的最大热门，多个

主 流 医 学 团 体 均 推 荐 对

无 症 状 的 吸 烟 人 群 及 既

往 吸 烟 的 高 危 人 群 采 用

LDCT 进行肺癌筛查，《新

英格兰医学杂志》、《柳

叶刀》等也纷纷发表了其

相关研究，《自然》杂志

甚 至 开 辟 增 刊 在 肺 癌 早

期 预 警 系 统 中 对 LDCT

进行全面阐述。

今 年， 第 四 军 医 大

学西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张艰联合医学影像

中心印弘的研究小组进行

了针对弥散加权磁共振成

像（DW MRI） 与 正 电

子 发 射 断 层 成 像 术 /CT

（PET/CT）诊断肺部恶

性肿瘤的比较研究（Int J 

Cancer.2014,134:606），

并同期在澳大利亚悉尼召

开的世界肺癌大会上做了

口头报告，有望入选“亚

太 地 区 肺 部 结 节 筛 查 指

南”。

研究结果显示，DW 

MRI 诊断肺部恶性肿瘤的

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

并不亚于 PET/CT（图 1）。

除此之外，DW MRI

中的扫描参数 ADC 能较

好 地 提 示 恶 性 程 度， 或

可成为新的肺癌诊断影像

学标志。其他学者在其他

器官肿瘤的研究结果提示

DW MRI 和 PET/CT 对

于肿瘤的诊断能力相当。

这些发现初步肯定了 DW 

MRI 在某些系统肿瘤中日

渐成熟的诊断地位，由于

其无放射线，对于儿童及

青年肿瘤患者诊断意义更

为重大。

目前，国际上多个医

学中心正在积极地倡导无

辐射、且更为经济的检查

方法。

MRI 具有无辐射、结

构与功能信息丰富、效率

高、价格低等独特优势。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证

据 表 明，DW MRI 可 用

于肺癌诊断及 N、M 分期，

具有类似于 PET/CT 的准

确 性。DW MRI 作 为 一

种有效、可行、无辐射的

检查方法，可能有助于预

防肺癌诊断中放射性检查

带来的长期不良反应。

同时，该研究团队正

在进一步深入研究在肺癌

患者放、化疗反应及预后

评 估 中，DW MRI 是 否

等同于传统胸部 CT，从

而评价其应用于肺癌治疗

效果的可行性，为肺癌的

诊断和治疗提供全程无放

射线的检查评估方法。

☆煤炭总医院王洪武教授报道了中央型气

道新分区方法和恶性气道狭窄判断方法及治疗策

略，并制定了气管癌个体化治疗方案及北京专家

共识，为气管和支气管癌的规范化综合治疗奠定

了基础。（肿瘤防治研究 .2014,41:94）

☆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陈瑜等报道了应用

电磁导航支气管镜实时引导定位下，研究证实

该技术对肺外周微小病灶行肺活检安全，且具有

较高确诊率，电磁导航组诊断符合率为 80.0%，

X 线 透 视 组 为 45.0%。（ 中 华 结 核 和 呼 吸 杂

志 .2014,37:579）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冯靖等报道了快速现

场细胞学评价和快速现场微生物学评价的临床应

用价值及操作基本方法。（天津医药 .2014,42:19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复兴医院 Wang F

等，报道了应用内科胸腔镜检查诊断 1 例结节

病合并胸腔积液的患者。（Respirol Case Rep. 

2014, 2:9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王臻等

对比研究了自荧光内镜和普通内科胸腔镜对胸膜

疾病的诊断价值的差异，发现自荧光内镜较普通

内科胸腔镜有较好的敏感性和阴性预测率，特

别对微小病变的发现和病变周界的描述更精确。

（Chest. 2014 年 11 月 20 日在线版）

☆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田庆等观察到应用单

向肺活瓣治疗合并肺大泡的肺气肿患者，其疗效

非常有限，仅仅对合并中叶肺大泡的肺气肿患者

有效。（J Thoracic Disease. 2014 年在线版）

肺鳞癌发生和
免疫逃逸机制深度解析
▲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陈成

弥散加权磁共振成像诊断肺癌获肯
有效、可行、无辐射且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不亚于 PET/CT
▲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崔龙彪  唐兴  张艰

2014年呼吸介入进展撷萃
▲ 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  田庆

图 1   典型病例的弥散加权像与 T2 加权像融合图像

患 者 男 性，55 岁， 病 理 诊 断： 低 分 化 鳞 癌。

MRI：右上肺占位，考虑肺癌。ADC = 0.8090 mm2/s

（ADC < 0.9910 mm2/s 诊断为恶性病变）。DW MRI

定性与定量诊断均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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