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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肿瘤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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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击肿瘤阵线要前移

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中国!在肿瘤研究方面

都有巨大投入# 但是!肿瘤治疗效果仍然不能令人满

意!无论是发病率还是病死率!依然呈上升态势# 从

慢性病角度说!肿瘤已成为人类健康的巨大挑战# 肿

瘤的发生发展经历易感阶段"癌前病变和侵袭性阶

段!而我们目前的治疗主要集中在侵袭性阶段!即中

晚期肿瘤阶段# 这样的局面!从征服肿瘤的角度看!

尚处于初级水平# 人类最终控制肿瘤的关键不应该

在中晚期阶段!今后必定会从中晚期肿瘤向早期"癌

前病变甚至易感阶段推进# 这也和我国&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年*'提出

的$疾病防治重心前移%战略相符#

肿瘤治疗战略重心前移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通

过改变生活方式等预防肿瘤!另外就是治疗癌前病

变# 要实现这种$前移%虽然难度很大!但应该看到!

科技的发展使癌前病变治疗已有成功先例# 例如!通

过巴氏染色可检出宫颈上皮不典型增生和原位癌!凡

是对这些宫颈癌前病变采取早期诊断和治疗的国家!

宫颈癌发病率能降低 +',以上+而不采取这些措施

的国家!宫颈癌仍然是女性主要癌症死因之一# 临床

医师在肿瘤治疗中应该认识到!慢性病的控制关键在

于战略重心前移!早期肿瘤控制得越多!中晚期肿瘤

就会越少!而更进一步的$前移%则是易感者的筛查

和综合治疗!这样带来的效益将不仅仅是生存期的延

长!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全局改变#

二#靶向治疗离不开个体化

肿瘤内科发展的趋势之一是个体化治疗!另外就

是靶向治疗# 肿瘤的发生发展!特别是晚期阶段!是

多种基因异常改变叠加后的非常复杂的结果!而且不

同个体的基因突变谱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传统化疗的

疗效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 现在!临床上开始考虑并

发展个体化治疗#

近几年来!肿瘤靶向治疗应该说取得了巨大进

步!但目前看其疗效仍然有限# 个体化也是靶向治疗

的发展方向!靶向治疗疗效的提高和个体化敏感患者

的选择是密切相关的# 据报道!对于未经选择的乳腺

癌患者!曲妥珠单抗的治疗有效率为 &&,*(),!而

对-./0( 阳性患者!有效率可达 #1,# 但是!患者

即使接受了-./0( 检测!也有 (',结果不准确!另

外还有 &',*1',的患者无-./0( 资料# 可见!在

该靶向治疗药物实际应用中!哪些指标可以判断其个

体化治疗质量!依然值得深入研究# 另外!某些靶向

药物的敏感人群仍未明确# 例如!在我国非小细胞肺

癌患者中!到底哪些亚群对吉非替尼敏感!现在依然

无法下定论# 我们的一项北京市重大专项课题正对

此进行研究!旨在发展一种评估方法!可在临床治疗

前提供明确的报告!指明个体是否对该药敏感!从而

可以接受其治疗# 当前条件下理想的个体化靶向治

疗应该符合下列要求(靶向治疗机制明了!其针对的

治疗靶点明确+有明确的客观指征可供临床医师确定

适宜治疗的患者个体+能显著延长患者生存期!而且

其显著性不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一种药物应该适用

于有相同信号传导通道异常的多种肿瘤+药物应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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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性!可联合应用#

三#肿瘤研究宜临床推动基础

我国开展肿瘤控制工作应关注三个关键环节(第

一!加强肿瘤临床研究!建立临床研究资料和数据库+

第二!建立高通量的技术平台!如基因测序!最新的

234"/34"蛋白系统高通量生物学平台+第三!发展

生物信息学# 其中!第一个环节是核心# 我国是肿瘤

资源大国!但资源利用非常不充分!现在采用的很多

指南"治疗模式基本上来自国外!很少有针对我国患

者长期观察得出的中国肿瘤治疗指南# 问题症结在

于!我国临床上对肿瘤患者治疗后的随访"随诊抓得

不够# (''( 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布伦纳

)5678876*在 (''+ 年的美国癌症研究学会)449/*年

会上发表演讲!号召肿瘤研究应该$:6;<=7>?@>7A;

=78BC%!意即要从临床到基础!而非由基础到临床#

5678876还说!在肿瘤研究中人就是最好的试验模型!

不必采用动物模型!强调了应该由临床来推动基础研

究#

我国应培养出一批临床战略科学家!由他们来引

导中国的肿瘤研究# 我国很多肿瘤研究学者都是基

础研究者!这种局面应该改变!尽管我自己也是基础

研究者# 应该由临床科学家来指导临床肿瘤研究#

但是!现在看来!真正能静下心来!花时间进行临床研

究的临床肿瘤医师并不多# 非常希望我国能有临床

肿瘤医师认识到他们肩负的任务的重要性!并尽快成

长起来施行革新!推动未来的研究发展# 他们关注的

不是将来能发表多少论文!而是中国肿瘤治疗的整体

战略性改革!并且要为之长期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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