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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少  希望更大

传统治疗的有益补充

人类医学史离不开生物治疗

医师报：生物治疗如果要想获得更加长远的发展，目前还面临着哪些困境或

               瓶颈？

张雁灵：生物治疗领域存在着技术发展不平衡、监管不到位等问题，亟需改进。

医师报：生物治疗技术的理想境界是什么？

张雁灵：可以作为传统治疗的有益补充，让人们接受。

医师报：如何定位生物治疗？其发展前景如何？

张雁灵：生物治疗贯穿于整个人类医学史，是未来临床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经 过 近 30 年 的 发

展，生物治疗在基础和

临床领域都取得了巨大

进步，有些成熟技术已

进入临床应用并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

是在恶性肿瘤和自身免

疫病的治疗方面更是如

此，而有些前沿技术正

在国内外多家医疗机构

和研究单位进行临床与

基础研究。我国目前注

册的生物技术临床实验

有百项以上，这是我国

生物治疗工作者们共同

努力的结果。

当 前， 我 国 生 物 治

疗领域的基础和临床研

究在某些方面已经处于

国际领先地位。生物治

疗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

学科，受到越来越广泛

的关注。在肿瘤、心脑

血管病、感染性疾病、

血液系统等疾病的攻克

过程中，新型生物治疗

技术不断发展。

2014 年， 中 国 生 物

治疗大会的口号设定为

“积极而规范的生物治

疗”；今年，以“规范、

自律”为大会主题，希

望推动生物治疗长远健

康地发展。

我国生物治疗水平

在国际上已享有一定地

位，但与其他国家相比

仍存在差距。主要表现

在：原始创新较少，缺

少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

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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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比较重要的也是比较容

易忽略的一点就是，生

物治疗的临床研究应该

是以临床为主体，以医

生为核心。临床带动实

验室，临床问题指导实

验室研究，而不是反过

来临床为实验室推广实

验室的“产品”。任何

涉及到疾病治疗的问题，

临床应该永远处于主体

地位。

生物治疗作为新兴

的交叉学科，必须有基

础和临床专业的协作团

队，没有一定规模以上

的多中心研究，一般难

以做好。

此 外， 我 国 生 物 治

疗领域的政策、法规、

规范等尚不健全，审批

难度大。不过，这已经

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2011 年，科技部会同中

科院、自然科学基金会

等部门在北京召开了第

一届国家干细胞研究指

导协调委员会成立大会。

大会旨在对我国干细胞

研究进行总体设计、科

学规划，推动建立多部

门联动协调机制，强化

国家战略目标和提出不

同阶段的实施计划，尽

快从整体提升我国干细

胞与再生医学原始创新

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虽然此次大会叫作

“中国生物治疗大会”，

实际上只是介绍解决疾

病治疗的一种方法。大

会的主旨是规范、自律，

目的是要让更多的人了

解，还有这样一种治疗

方法，可以作为传统治

疗的有益补充，并非是

单纯宣传生物治疗。

肿瘤生物治疗在欧

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

发展 20 余年，被广泛应

用于临床。美国食品药

品管理委员会于 1992 年

认证通过生物免疫疗法

为治疗癌症的基本疗法

之一。日本称 21 世纪癌

症治疗为“细胞治疗世

纪”，作为目前重要的

医学发展方向，生物免

疫治疗于 2011 年和 2012

年连续两届获得诺贝尔

医学奖。

2012 年，科技部发

布《“十二五”科技发

展规划》明确将肿瘤生

物免疫治疗技术列为重

点支持项目，

并被纳入医保。

李克强总理也

在《2015 政 府

工作报告》中指出，新

兴产业和新兴业态是竞

争高地，实施生物医药

有关的重点项目，把一

批新兴产业培养成主导

产业。

尽快将更多成果转

化为临床应用，解决临床

亟需解决的问题，使患者

最终获益；尽快实现前沿

生物技术产业化是生物治

疗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虽然生物治疗这种

提法的历史并不是很长，

但实际上在整个人类医

学史中，生物治疗总是以

不同方式存在于人类疾

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

如一个世纪以前的

牛痘接种和第一次输血，

从严格意义上讲都属于

生物治疗范畴。即便是有

些化疗药物，现在也发现

具有调控基因表达发挥

抗肿瘤作用。因此，不能

把生物治疗从目前的医

学体系中单独割裂开来。

生物治疗是疾病治

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

些疾病的治疗中甚至处

于主导地位，如肾癌和黑

色素瘤等某些类型的恶

性肿瘤。而在其他恶性肿

瘤和疾病中则处于一种

辅助治疗地位，但这种辅

助地位也是不可或缺的。

生物治疗领域目前

已有令人瞩目的成绩。以

恶性肿瘤为例，恶性肿瘤

通常采用外科手术治疗、

放疗、化疗等方法治疗。

然而，由于恶性肿瘤的

固有特性，传统的手术、

放化疗并不能解决所有

问题，很多恶性肿瘤患者

最终因传统治疗手段无

效或复发而病故。因此，

作为一种传统治疗的辅

助和补充，生物治疗越来

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些

已经成为难治复发肿瘤

的唯一有效治疗手段，其

中比较独特的如血液肿

瘤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等，

效果十分明显。

实 际 上， 生 物 治 疗

是个广泛的概念，涉及

一切应用生物大分子或

化学分子作用于免疫细

胞和直接利用免疫细胞

进行肿瘤治疗的方法。

癌 症 免 疫 疗 法， 更

是被《科学》杂志评为

2013 年十大科学突破之

首。《科学》杂志新闻总

编辑 Tim Appenzeller 说：

“今年，癌症免疫疗法

有着广阔的前景是没有

错的。到目前为止，这

一利用免疫系统来攻击

肿瘤的策略只对某些癌

症及若干患者有效，因

此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夸

大其即刻的裨益。但许

多癌症专家确信，他们

正在目睹一种重要的癌

症治疗新模式的诞生。”

此 外， 新 兴 的 CAR-T

技术，也是生物治疗领域

的一个进步。总的来看，

生物治疗是有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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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 自律 体现行业态度

医师报：为什么要举办中国生物治疗领域的大会？

张雁灵：2015 中国生物治疗大会主题为“规范、自律”，这体现的是行业协

 会对生物治疗技术的态度。

用规范拥抱生物治疗的春天
张雁灵：

“十一五”期间，我国生物产业产值从 0.6 万亿元跃升至 1.6 万亿元，

被业界认为是极具市场潜力、临床应用和产业化前景的亚专科。在国务

院出台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生物产业位

列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生物产业迎来发展“春天”。

2015 中国生物治疗大会将于 11 月 13-15 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

开，大会主席、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雁灵表示，“希望借此机会让更多

的人了解生物治疗，让更多的生物治疗研究同行进行学术沟通交流，让

生物治疗技术更加规范，这是中国医师协会支持生物治疗大会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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