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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90 岁老太太患乳腺癌，两年前找到我们说‘我不

能死，我还有一大堆的工作等着做完’；另外，前两年我们还

碰到几个三四岁就患甲状腺癌的孩子，看着真让人心痛，这

些人群都是相对禁忌症比较多的人群，他们的疾病能否得

到诊治？”日前在由解放军总医院内科临床部介入超声科举

办的第三届甲乳疾病精准诊疗国际会议暨第十八届全国介

入超声新技术进展学习班上，解放军总医院内科临床部介

入超声科副主任于晓玲教授在采访时介绍，“老人因年老体

弱及心功能不全，不能耐受手术，我科进行了乳腺癌的微波

消融治疗，可喜的是，消融治疗后增强影像显示肿瘤完全坏

死，2 年多的随访观察未发现肿瘤局部进展及全身转移征

象。此外，患甲状腺癌的几个孩子也很顺利地实施了微波

消融手术，治疗情况良好。”

据了解，随着现代影像技术的进步及健康查体的推广，

我国甲状腺及乳腺等浅表器官的病变检出率不断提高。而

对于甲状腺、乳腺等浅表器官良性肿瘤的治疗，传统的手术

方式往往存在创伤大、需终身服药、有效率低或易引起甲状

腺功能低下、乳导管损伤等问题，这迫切需要一种微创、美

观、有效、安全的治疗方法。

“热消融精准治疗是在超声影像或者综合影像引导下

将消融针对经皮穿刺对病灶（无论是甲状腺还是乳腺结节）

本身进行精准消融，产生的高温在短时间内将靶目标组织

凝固，使病灶组织坏死。消融掉的病灶慢慢清除掉，甲状腺

就慢慢恢复成一个正常的状态。乳腺消融后会逐渐缩小，

并不存在凹陷之类，不影响美观。”于晓玲介绍，热消融技术

主要是以热物理方式，包括超声引导下的栓塞、超声引导下

射频消融、微波消融、激光消融等等，都是通过热物理让肿

瘤局部升温达到坏死的程度。临床实践表明，这一方法操

作精准安全，热效率高，消融范围可控，不良反应小，无严重

并发症，可以使患者免去开放式手术的创伤及术后美观方

面的顾虑。

作为微波消融设备制造和临床应用第一大国，从 1993

年解放军总医院内科临床部介入超声科董宝玮教授实现了

我国微波消融设备的零突破，到梁萍教授率领解放军总医

院团队与南京康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温控水冷循环微波消融设备在国内外的成功推广应

用，历经 20 多年的不断完善创新，通过对热场规律的揭示、

高效传输的实现、精准热场的调控、复杂工艺的突破，使得

我国微波消融技术日渐成熟，应用领域不断扩大。“热消融

技术的兴起，完美的契合了当前浅表器官良性病变的治疗

需求，将实现浅表器官良性病变治疗模式的实质性突破。”

专家们认为。

自 1996 年微波消融开始应用于小肝癌治疗至今，我国

已将该技术成功应用于肾脏、甲状腺、甲状旁腺、脾脏、肾上

腺、腹膜后、子宫、乳腺、淋巴结和胸腹壁等多脏器实体肿瘤

的消融治疗。由解放军总医院内科临床部介入超声科主任

梁萍带领的团队完成了目前国际上微波消融肝癌、肾癌病

例数最多的研究，微波消融肾癌的工作受到了编辑部邀请

世界泌尿外科权威美国霍普金斯医院（Hopkins）的 Gonzalgo

教授的书面高度述评以及影像领域最高权威杂志《放射学

杂志》（Radiology）给予的专刊述评称赞。

解放军总医院介入超声科 2009 年开始率先在国内开展

甲状腺良性结节的微波消融治疗，并组织了国内首个多中

心研究，目前共治疗 122 例患者累计 187 个病灶，病灶大小

为 0.7 厘米至 4.9 厘米，所有病灶均实现一次消融完全坏死，

所有患者均无皮肤烫伤、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发生。此外，对

于部分早期微小甲状腺乳头状癌，热消融治疗也能取得很

好的短期疗效，长期疗效仍在进一步探索阶段。

微波消融狙击癌细胞

文·本报记者 李 艳

早在 2013 年，罗永章团队通过肺癌临床试

验在世界上首次证明了血浆 Hsp90α是一个全

新的肿瘤标志物时，引起的轰动可不比现在

小。

应该说，每一次新的肿瘤标志物被发现都

会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系教授罗永章介

绍说，肿瘤标志物是由肿瘤细胞合成、释放，或

由机体在肿瘤细胞作用下产生的、能够反映肿

瘤存在和生长的一类物质。通常，它在肿瘤患

者体内的含量远远超过健康人，在肿瘤筛查、

诊断、判断预后、评价疗效和高危人群随访等

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肿瘤标志物检查

简便易行，对身体伤害小，仅需要少量血液或

者其他体液就可以检测到早期癌症的踪迹，已

成为临床实践中广泛使用的重要工具。

也就是说，正因为有了肿瘤标志物，让人们

能更早检测到癌症。同样，此次 Hsp90α可用

于肝癌检测的发现，让人们可以更早发现早期

肝癌的踪迹。这一发现对于世界肝癌患者有重

大意义，对我国影响尤其深远。

我国是肝癌发病人数最多的国家。《2015

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15 年我国癌

症新增病例 429.2 万，死亡病例 281.4 万，其中肝

癌发病率占癌症总发病率的 12%，致死率占癌

症总致死率的 16%，均位于各类癌症前列。在

世界范围内，肝癌发病率和致死率均占癌症发

病和死亡总数的 5%。诱发肝癌的因素广泛存

Hsp90α已经不是第一次引起轰动

热休克蛋白是细胞内具有分子伴侣功能的

一类蛋白质。Hsp90α是热休克蛋白家族的重

要成员，广泛存在于从微生物到哺乳动物的细

胞中，对维持细胞稳态具有重要作用。

罗永章介绍说，此次临床试验是世界上首

个以 Hsp90α作为肝癌标志物的临床试验，由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牵头，在山东省

肿瘤医院和浙江省人民医院等的共同参与下完

成，总样本量 1680 例。临床结果显示，三种主

要类型的肝癌患者血浆 Hsp90α浓度均显著高

于健康人和非癌相关疾病患者，且在肝癌的不

同发生和发展阶段有良好的区分度。这表明，

血浆 Hsp90α浓度与肝癌的发生及进展有良好

相关性，且不受肝癌病理分型的局限，为该检

测用于肝癌早期辅助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当

特异度为 90%时，Hsp90α检测肝癌的灵敏度为

93%，准确率为 92%，高出 AFP 约一倍。更加令

人兴奋的是，在 AFP 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肝癌患

者中，Hsp90α的检出率高达 94%，这成功地证

明了 Hsp90α是目前世界上性能最优越的肝癌

标志物。

更难得的是，研究人员对接受手术或介入治

疗的肝癌患者血浆 Hsp90α浓度进行动态监测，

结果显示，患者血浆 Hsp90α浓度的变化与患者

病情变化具有很好的对应性。当肿瘤进展、病灶

增大时，血浆 Hsp90α浓度显著升高，当病情缓

解、病灶缩小时，血浆 Hsp90α浓度显著下降，且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这对肝癌患者进行及时

的病情监测和疗效评价、指导肿瘤个体化治疗具

有重要临床价值。”罗永章强调。

检测灵敏度比原标志物提高近一倍

不管是 Hsp90α对肝癌的检测，还是对肺癌

的早期发现，在临床上的功能都承载在小小的试

剂盒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小的试剂盒研发

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罗永章表示，Hsp90α定量检测试剂盒的研

发存在多重技术壁垒：首先，人 Hsp90α结构极

富变化，其完整的空间结构至今没有得到解析，

使用常规方法难以获得稳定的抗原蛋白；此外，

血液成分非常复杂，其中存在多种干扰检测的成

分，且经常会因人而异，很难获得重现性好的检

测结果等等。

最后，研究人员采用了超常规方法捕获到人

血浆 Hsp90α蛋白的稳定状态，并以此为基础开

发出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的抗体，进而研发出可

用于临床的 Hsp90α定量检测试剂盒，检测结果

重现性好、精准度高，不受血液中其他成分干扰。

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研究团队已经围绕

Hsp90α发表了超过 1 万篇 SCI 论文，其中影响

因子超过 20的高水平论文有 158篇，该领域已产

生 3 位美国院士和 3 位欧洲院士，但若论临床的

产品，我国自主研发的 Hsp90α定量检测试剂盒

是人 Hsp90α被发现 27年来的全球唯一。现在，

这个试剂盒已获得国家第三类（最高类别）医疗

器械证书，并通过了欧盟认证，被认为是科技成

果高效率转化的典范。

（图片来源于网络）

试剂盒被视为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典范

首个我国科学家定义广谱肿瘤标志物诞生

热休克蛋白90α测肝癌厉害在哪
清华大学 10 月 19 日宣布，该校罗永章团

队在世界上首次证明，肿瘤标志 物 热 休 克 蛋

白 90α（Hsp90α）可用于肝癌患者的检测，试

剂盒已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在

临床中使用。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院士表

示，本次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血

浆 Hsp90α用作肝癌标志物，标志着首个由我

国科学家定义并获准用于临床的广谱肿瘤标

志物的诞生，对提高癌症诊疗水平具有深远的

意义。

■科技创新助力健康中国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第四次中国

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日前发

布。调查结果显示，2000年—2015年，老年人

口的城镇化水平提高了 17.8 个百分点；与

2000年相比，2015年我国未上过学的老年人

口下降了23.2个百分点；2014年，我国城镇老

年人年人均收入达到23930元，农村老年人年

人均收入达到7621元；2015年，城乡享有医疗

保障的老年人比例分别达到98.9%和98.6%；

有65.6%的老年人使用了老龄用品，其中城镇

为 71.8%，农村为 59.0%；60.8%的老年人感到

生活幸福，比2000年提升了12.0个百分点。

我国98%以上的城乡老人享有医疗保障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颖）由国家卫生

计生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国家卫生计生委

宣传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中国记协联

合发起并指导，可口可乐公司支持的“中国

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乐享健康生活）”

项目日前在京启动。

活动上，“乐享健康生活”提出“5125”理

念：建议大家每天给自己留5分钟发呆时间；

每天运动 1小时、掌握 1项运动技巧和加入 1

个运动社群；按照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

建议，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摄入25种

以上食物,做到膳食多样化。同时，“5125”的

谐音“我要爱我”，方便记忆。这一理念强调公

众应当关注“身”“心”两方面的健康，从而营造

快乐、健康、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

卫计委倡导“5125”情绪健康新理念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吴军辉 记者冯国
梧）南开大学的一项抗癌新药研究为全球脑

胶质瘤患者带来了希望。10月中旬，第3名脑

胶质母细胞瘤志愿者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

Epworth医院开始接受该药物的临床试验。

脑部胶质瘤是一类最常见的颅内恶性

肿瘤，其因恶性程度高、发展速度快、复发

周期短、手术放疗难以根除而成为世界性

医学难题。治疗这类癌症最大的困难是，

药物很难进入脑部。这也使脑胶质瘤患者

不得不面对“无药可用”的绝望。

南开大学药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陈悦教授团队历时8年，自主研发了一例可

突破血脑屏障，进入脑部，对癌症干细胞具有

选择性杀灭效果的抗脑胶质瘤新药——

ACT001。该药物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原料提取、药物制备等工作全面领先国际，

有望成为人类对抗脑胶质瘤的“新武器”。

南开大学创制抗脑胶质瘤新药进入澳洲临床试验

科技日报讯（记者李颖）2016生物医药

余杭院士行暨2016中国药物创新及产业化院

士论坛日前召开。十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临床药理学专家桑国卫等 12位院士齐聚杭

州，共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并提出《关于

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药物发展的建议》。建议

提出要完善药品审评机制、加大财税金融政

策扶持、规范现行药品招标制度、完善医保目

录管理机制“四管齐下”，促进我国自主创新药

物发展，堪称中国新药创制“杭州宣言”。

“2015 年，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医药

消费市场。”与会院士专家在建议中指出。

然而，我国医药产业仿创结合、以仿为主的

格局尚未改变，同质化竞争严重，代表行业

先导的自主创新药物发展相对滞后。自主

创新药物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医药产业转

型升级的关键。但总体而言，国内创新药的

市场化之路“漫长而坎坷”，在药品审评、财

税金融政策、药品招标、医保目录进入等方

面存在很多制约瓶颈。

此次论坛由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

中国药促会、浙江省科协、杭州市科协、杭州

市余杭区人民政府主办及贝达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余杭区科协承办。

12院士齐聚杭州 建议“四管齐下”促新药创制

文·本报记者 蒋秀娟

在于我们的生活环境中，主要包括肝炎病毒

（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等）、食物霉变产生的黄

曲霉素、大量饮酒、饮用水污染等等。目前，大

多数肝癌患者发现时就已到中晚期，难以救

治，生存预期普遍较差。

目前，临床公认用于肝癌检测的标志物是甲

胎蛋白（AFP），但其灵敏度仅有 50%左右。现

在，Hsp90α突破了 AFP 的局限，对肝细胞癌、肝

内胆管癌、混合性肝癌等常见肝癌类型均有较高

的灵敏度。这就意味着，肝癌患者能进一步做到

早发现、早治疗，对于全面提高肝癌防治水平、降

低肝癌死亡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科技日报讯 （记 者李颖）中 山 大 学

附属肿瘤医院张力教授团队首次开展了

一项吉西他滨联合顺铂对比氟尿嘧啶联

合顺铂治疗复发或转移性鼻咽癌的大型

3 期 临 床 试 验 。 该 研 究 结 果 近 日 在 线 发

表在英国《柳叶刀》杂志上。

鼻 咽 癌 系 恶 性 程 度 较 高 的 头 颈 部

肿 瘤 ，在 欧 洲 、美 洲 、大 洋 洲 和 拉 丁 美

洲 国 家 较 少 ，但 在 我 国 则 是 一 种 常 见 的

恶 性 肿 瘤 ，且 分 布 具 有 明 显 的 地 区 性 差

异 ，广 东 、广 西 、福 建 、湖 南 、江 西 各 省

发 病 率 最 高 。 其 中 又 以 广 东 省 的 发 病

率 为 首 。

对 于 早 期 和 局 部 晚 期 的 鼻 咽 癌 患

者，标准的治疗方案是同期放疗和化疗，

并且有许多大型临床试验提供证据。但

是 ，目 前 对 于 复 发 转 移 性 的 鼻 咽 癌 却 缺

乏 高 质 量 的 临 床 研 究 ，复 发 或 转 移 性 鼻

咽 癌 的 化 疗 至 今 并 没 有 标 准 ，最 常 用 的

是 5-FU 联合顺铂（FP）方案。

该研究标志着我国在鼻咽癌临床研

究 上 进 入 了 世 界 领 先 水 平 ，填 补 了 复 发

或转移性鼻咽癌治疗领域一直缺乏高水

平研究支持的空白。

我国鼻咽癌临床研究进入世界领先水平

肿瘤标志物是由肿瘤细胞合成、释放，或由
机体在肿瘤细胞作用下产生的、能够反映肿瘤
存在和生长的一类物质。通常，它在肿瘤患者
体内的含量远远超过健康人，在肿瘤筛查、诊
断、判断预后、评价疗效和高危人群随访等方面
都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肿瘤标志物检查简便
易行，对身体伤害小，仅需要少量血液或者其他
体液就可以检测到早期癌症的踪迹，已成为临
床实践中广泛使用的重要工具。

日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血
浆Hsp90α用作肝癌标志物，试剂盒已获批在
临床中使用。

据新华社讯 记者日前从国家卫生计生

委了解到，为推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的

应用发展，福建省、江苏省及福州、厦门、南

京、常州被确定为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与产

业园建设国家试点工程第一批试点省市。

据介绍，“十三五”时期，国家卫生计生

委将全面推进“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建

设互联互通的国家、省、市、县四级人口健康

信息平台，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

电子病历三大数据库基本覆盖全国人口并

实现数据动态更新。

国家卫计委宣传司司长毛群安在“2016

互联网＋健康中国大会”上 表 示 ，“ 互 联

网＋医疗”实质是健康信息的深入探讨。

利用信息技术加强健康医疗工作：借助技

术优化就医流程，改善医患交流的模式，监

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素养，提升医疗资源

的配置效率，利用医学影像智能分析、远程

医疗技术等手段降低医疗成本，提升医疗

质量，改善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推进精准的

健康服务。 （胡浩）

我国确定首批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与产业园建设试点省市

Tumor Marker T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