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3 日，第十届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论坛在徐州召开。

本次论坛由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承办，参会

人员逾 1400 名。论坛报告包括重大科学技术与方法学、血液专题报告

及病例争鸣及热点话题辩论三部分。“我们邀请了几位院士和国内权

威专家就相关领域重大科学进展进行主题报告，为血液学届同道带来

新的思路和启迪。”论坛执行主席、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徐开林

教授介绍。“本届论坛上，国内领衔血液中心的学科带头人再展风采，

为大家呈现了一场具有实战意义的血液病诊疗领域的‘徐州论剑’。”

论坛主席、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分会会长刘开彦教授表示。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血液内科阮长耿院士介

绍，血液学研究内容有造血

和淋巴系统疾病及血液与

血管壁相互作用异常疾病，

后者又包括血栓性和出血

性疾病。

提 高 VWD 诊 疗 水 平  

血 管 性 血 友 病（VWD）

是由于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VWF）质或量异常导致

的一类遗传性出血性疾病。

阮院士指出，应加强 VWD

的健康宣教工作，提高临

床医生对 VWD 认识和诊

断水平，多中心联合建立

VWD 患 者 资 料 库 登 记，

逐步完成国内 VWD 的发

病率调查。对于新诊断的

患者，应完善 VWD 诊断

与分型诊断的相关检查，

有 条 件 者 应 该 做 DDAVP

测试。建立中国健康人群

VWF 水平的参考范围，并

在此基础上明确中国 1 型

VWD 的诊断标准。由多家

医院参与的中国 VWD 临

床研究合作计划正在进行。

多学科综合治疗 VTE  

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统称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

是继心肌梗死和卒中后，第

三位心血管相关性疾病死

亡原因。2014 年，国际血

栓与止血学会宣布将每年的

10 月 13 日作为“世界血栓

日”。2014-2015 年的世界

血栓日均着重关注 VTE。

对 于 VTE 的 综 合 治

疗，阮院士建议，医院层

面应制定多学科管理规章

制度，并纳入质量控制体

系，开展信息化大数据管

理；专家层面，应建立多

学科专家会诊机制，修订

指 南， 建 立 适 合 我 国 的

VTE 防治方案；医师层面，

应普及以防为主的多学科

协作和规范化防治观念，

接受 VTE 防治系统培训。

阮院士介绍，苏州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已成立血

栓防治中心，以构建医院

内多学科 VTE 防治体系。

南京总医院肾脏病科

刘志红院士指出，系统性

淀粉样变性是一类疾病的

总称，临床上以免疫球蛋

白轻链型淀粉样变性（AL

型）最为常见，占 80% 以上。

AL 型淀粉样变性好发

于老年人。目前，临床认

识的不足与相应的检验、

检查手段的缺乏，使其早

期诊断受到影响，甚至造

成误诊和漏诊。治疗上，

早期施以有效的化疗能改

善患者的预后，而化疗加

自体干细胞移植则为这类

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途径。

因此，加强 AL 型淀粉样变

性诊断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积极开展相关新技术新疗

法，是提高其诊疗水平的

关键。

对于表现为肾病综合

征的老年患者，一定要注

意排除 AL 型淀粉样变性

的可能。血、尿游离轻链

检测及免疫固定电泳是其

最佳的无创性筛查手段。

马法兰联合泼尼松是

治疗 AL 型淀粉样变性的经

典方法，但其治疗的起效

时间慢，完全缓解率较低。

近年，大剂量马法兰联合

自体干细胞移植（ASCT）

治疗 AL 型淀粉样变性的

疗效已被多项研究证实。

但干细胞移植的治疗相关

死亡率仍较高，选择合适

的患者接受治疗是降低治

疗相关死亡率的关键。

刘院士组一项研究表

明， 与 单 纯 ASCT 治 疗

组相比，地塞米松诱导联

合 ASCT 治疗方案可显著

提高患者 1 年和 2 年的完

全 缓 解 率， 随 访 28 个 月

发现，患者 2 年生存率高

达 95%（ 单 纯 ASCT 组 为

69.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黄晓军教授介绍，造血干

细胞移植分为同胞相合

供者和替代供者（非血缘

骨髓库、脐血库、单倍型

供者）。

同胞兄弟姐妹间相

合机率为 25%，我国独生

子女国情使找到供者的

概率大幅降低，中华骨髓

库找到无关供者的概率

仅为 11%，骨髓库扩容解

决供者问题耗资巨大。而

即便在骨髓库容量巨大

的 欧 美， 仍 有 30%~40%

恶性血液病患者无合适

的 HLA 相合供者。供者

来源匮乏是造血干细胞

移植领域的世界性难题。

单倍型供者是解决供者

匮乏的最佳来源，单倍型

相合概率几乎 100%。

单倍型移植曾是干

细胞移植的“禁区”，面

对禁区，如何实现造血干

细胞移植领域的原始创

新？黄教授团队建立了

自主创新的单倍型相合

移植技术体系，取得了

与经典移植（同胞相合）

相同疗效。

该模式被称为“北京

方案”，已成为国际主流

单倍型方案。在重大国际

会议被特邀报告 50 余次，

并被写入国际权威教科

书《托马斯移植》第 5 版。

Handgretinger 教授在《血

液》撰文称，全球半数以

上单倍体相合移植患者

接受的是北大的单倍体

移植体系。

同时，全国 60 余家

主要移植中心的登记显

示，2013、2014、2015

年我国单倍体移植病例

占全部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比例达到 40.2%、

47.9%、48.7%， 连 续 三

年 全 面 超 越 同 胞 相 合

移 植（37.6%、34.5%、

33.0%），成为我国排名

首位的造血干细胞移植

来源。

单 中 心 研 究 证 实，

单倍体移植治疗急性白

血病总生存优于单纯化

疗（4 年总生存 77.5% 与

54.7%）及脐血移植（73%

与 57%），达到了与非血

缘供者移植等同的疗效。

“北京方案”疗效也优于

同期“巴尔迪摩方案”、

“体外去 T 方案”（1~3

年总生存 33%~50%）。

第十届中国医师协会血液科医师论坛在徐州召开

中国血液学发展迈向新阶段
▲ 本报记者  赵佩

阮长耿  血栓与止血仍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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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肝脏外科王学浩院

士介绍，我国临床肝移植

已成为世界上肝移植发展

最快的国家之一，无论年

移植例数还是术后患者生

存率，均达国际领先水平。

但仍面临供体来源和分配

体系不完善、基础研究成

果缺乏创新和核心竞争力、

临床研究水平滞后等问题。

在解决供体来源匮乏

方面，活体肝脏移植本身

的优势和特点，仍然是扩

大供肝来源的主要手段，

值得提倡。心死亡供体捐

献（DCD）是缓解供肝来

源的重要发展方向，但仍

任重道远，需全社会关注。

边缘性供肝的新探索，使

得原本拟摈弃的肝切除标

本，“变废为宝”，成功

实施了成人肝移植，为拓

展供肝来源提供了新思路。

移植排斥仍是当今移

植免疫的难题。终身服用

免疫抑制剂仍存诸多问题。

探索安全有效的免疫调节

方案是器官移植工作者的

终身追求。

抗原特异性调节性 T

细胞（Treg）是当今研究

热点，临床应用有望获重

要突破。王院士团队在该

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发

现 TGF-β 诱 导 Treg 的

信号机制；发现全反式维

甲酸能增强 TGF-β 下游

ERK 信号，诱导出具抑制

活性的人源 Treg；突破了

Treg 数量少的临床应用瓶

颈，首次报道 atRA 体外诱

导和扩增 Treg 的新方法和

相关机制。

王学浩  肝脏移植现状与免疫耐受研究

王学浩 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