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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物治疗大会（三）

生物治疗：修剪枝蔓  力促健康成长
本期嘉宾：中国医师协会会长  张雁灵

采 访 者：本报记者  张雨

近 30 年来，生物治疗技术飞速发展，为肿瘤、血液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患者带来了

新的希望。随着生物治疗新型产业技术的推进，该领域目前已经成为最令人瞩目的焦点，是

未来临床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

2016 中国生物治疗大会将于 9 月 23-25 日在深圳召开。作为大会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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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多的生物治疗研究同行搭建

学术交流平台，让生物治疗技术更加规范，这是我们的初衷。让我们肩负责任、着眼长远、

突破创新，共同推动生物治疗事业的发展，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医师报：为什么中国医师协会对生物治疗如此重视？

张雁灵：生物治疗的发展是造福人民，甚至造福人类的重要途径。

医师报：国家对于生物治疗的严格监管会否制约生物治疗

的发展？

张雁灵：监管是为了修建枝蔓，使其更健康地成长。

医师报：您如何理解本次大会“责任、远见、突破、发展” 

的主题？

张雁灵：肩负责任、着眼长远、突破创新，为发展竭尽所能。

医师报：您如何评价“魏则西事件”对于生物治疗的影响？

张雁灵：给了生物治疗一次很好的科普机会。

中国医师协会旗下各专

科医师分会年会的影响力日

益凸显，不少大会不但已经

成为中国医师协会的品牌会

议，在整个医学领域甚至已

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学术交流

平台和学科发展的动力之源。

我们很庆幸，中国生物治疗

大会这个致力于引领行业规

范与发展的会议，业已成长

为这样的大会。

肿瘤生物疗法的起始可

追溯到 19 世纪末，270 例晚

期肿瘤患者中通过生物疗法

有 30 例患者被治愈，当时西

方医学界称这一疗法创造了

奇迹。

近 30 年来，生物治疗研

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为癌

症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专

家们也都十分认可，生物治

疗已经成为最令人瞩目、最

鼓舞人心的焦点，其也必将

成为 21 世纪人类攻克肿瘤具

有战略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全国各主要城

市正在竞相采用生物治疗为

肿瘤患者减缓病痛，延长生

命，越来越多的肿瘤患者从中

受益。生物治疗与现代手术、

化疗和放疗方法联合应用具

有很强的互补作用，不但具

有清除体内不同部位微小残

留病灶、防止肿瘤复发与转

移的作用，而且对患者受损

的免疫系统更能起到恢复与

重建的独特作用。

生物治疗的重要作用以

及在医学界的重要地位不言

而喻，因此，为生物治疗的

发展搭建平台，是作为行业

协会的重要职责所在。生物

治疗的发展不仅代表着医学

技术的进步，更是造福人民，

甚至造福全人类的重要途径。

今年年初发生的“魏则

西事件”我们需要从多个层

面去看待，去理解。

单就魏则西本人而言，

弱冠之年罹患滑膜肉瘤这种

不治之症，不得不让人唏嘘。

在病魔面前，我们为一个年

轻生命的离去而感到惋惜和

无助。

而对于整个事件而言，

其所揭露出的竞价排名、科室

承包、莆田系等一系列问题，

必须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必须要毫不动摇地纠

正医疗卫生领域的不正之风。

因为，这不仅仅事关医疗机

构以及行业的发展，更关系

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益。

回过来再谈生物治疗。

“魏则西事件”在一定程度

上使公众混淆了对于生物治

疗的理解，尤其是某专家那

句“魏则西所应用的技术是

美国早已淘汰的技术”，更

是一时间激起了公众对于生

物治疗的讨伐。

但事物都有其两面性。

随着生物治疗领域夏建川、陈

虎等专家出来辟谣，以及包

括《医师报》在内的众多媒

体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对

于生物治疗理性的讨论，使

得公众逐渐对生物治疗有了

更为清晰的认识，博取眼球

的义愤填膺式报道没了市场。

不得不说，事件在某种

程度上也给了生物治疗一个

很好的科普机会，而业界专

家和媒体也适时地抓住了这

个机会，这使我们倍感欣慰。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

通过“魏则西事件”汲取经

验和教训。对于开展生物治

疗切实不甚规范的医疗机构，

必须要取缔其资格；而日后在

其他突发事件中，我们也必须

要吸取“魏则西事件”的经验，

及时做好科普，以正视听。

近 30 年来，我国生物治疗

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在某些

层面一点不逊于西方发达国家，

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在引领世界

的潮流。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

看到，早些年我国在生物治疗

领域存在的混乱形势，经济问

题、科研问题、伦理问题相互

交织。一些企业打着细胞治疗、

免疫治疗、生物疗法等旗号，

以谋取利益为目的，对不明真

相的患者进行“治疗”。这不

但是对于整个行业、领域的不

负责任，更是对患者的不负责。

国家正是看到这样的现实，

故此才对生物治疗予以严格管

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生物治疗

管理的规定和管理办法。需要指

出的是，国家加强对于生物治

疗的监管，并非是制约其发展，

而是为了使其更好地发展。

2015 年 6 月 29 日， 国 家

卫生计生委发布《限制临床应

用的医疗技术（2015 版）》。

根据新规定，自体免疫细胞治

疗技术并未被列为限制临床应

用的医疗技术。

加强监管，并非是要堵上

该领域发展的路，而是修剪枝

蔓，使其更为健康地成长。

“责任”要求我们从思想

上、认识上加以重视。这并不

仅仅是对行业从业者，更是对

管理者的要求。生物治疗的重

要性以及重要地位已无需多言，

发展好生物治疗事关你我，事

关健康大计，事关国计民生。

责任是发展好事业的前提。

“远见”要求我们不必过

于 执 着 眼 前 利 益， 而 是 要 着

眼 长 远， 以 发 展 的 眼 光 向 前

看。毛竹在前四年仅仅会长高

4 cm，而四年后，则会每天以

30 cm 的 速度疯 狂生 长，6 周

就可以长到 15 m。我们现在的

努力，都是在为日后的卓越而

积淀。

“突破”不仅是技术

层面，还包括意识层面。

技术的突破可以成就一名

专家、一个团队、甚至可

以获得诺贝尔奖，而意识的突

破则可以使一项具有突破性的

技术真正惠及百姓、惠及民众、

惠及众生。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

为了行业以及事业的发展，本

次 大 会 将 针 对 生 物 治 疗 领 域

国家政策趋势及发展方向，初

步 拟 定 符 合 我 国 国 情 的 不 同

生 物 治 疗 方 法 的 准 入 及 开 展

的基本条件；针对国内生物治

疗领域标准制定和持续改进，

展 开 行 业 规 范 及 前 沿 学 术 交

流。这是推进事业发展真正需

要做的，也是行业协会的职责

所在。

生物治疗是造福人类的重要途径

多层面看待“魏则西事件”的影响

加强监管不是堵路  而是修剪枝蔓

责任  远见  突破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