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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人类与病魔的斗争史，疫苗挽救了无数生

命。在对抗恶性肿瘤方面，医药工作者也对疫苗寄予

了厚望。近年来，肿瘤疫苗的研发在全球升温，我国在

这一领域也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肿瘤疫苗有望成为

人类对抗癌症的一把利刃。

我国肿瘤疫苗的研发现状如何？未来还面临哪些

挑战？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肿瘤疫苗分为预防和
治疗两类

人们较为熟知的肿瘤疫苗是宫颈癌疫苗，这也是

目前仅有的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预防性肿瘤疫苗。

宫颈癌的发病机制相对明确且单一，即大多数宫颈

癌是由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所致。“针对某一病

毒进行疫苗研发，我们具备较为成熟的经验。然而，

绝大多数癌症的病因是不明确的，涉及基因突变、遗

传、环境、生活作息等多种复杂因素综合诱导，使得

预防性疫苗‘无’的放矢。”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妇产

科主任张小燕解释了临床上没有其他预防性肿瘤疫

苗的原因。

临床数据显示，宫颈癌发病率在疫苗接种覆盖率

高的地区得到了有效控制，这也证明宫颈癌疫苗在预

防领域发挥了关键作用。张小燕介绍，肿瘤疫苗一般

分为两大类，除了人们熟悉的预防性疫苗，还有治疗性

疫苗。

预防性肿瘤疫苗主要是通过在人体内注入肿瘤相

关的灭活或减活病原体等，激活人体免疫系统，起到预

防肿瘤的作用。治疗性肿瘤疫苗则是将肿瘤抗原、编

码肿瘤抗原的基因、免疫细胞及分子等导入人体内，激

活人体的特异性免疫应答，从而起到杀灭肿瘤的作

用。两类疫苗的接种目的不同，但二者主要的生物学

原理都是调动人体自身免疫应答。

近年来，随着肿瘤学和基础免疫学不断发展，研发

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性肿瘤疫苗逐渐成为当前肿瘤免疫

治疗领域的热门分支。

我 国 多 点 发 力 获 得
阶段性成果

在全球肿瘤疫苗研发提速浪潮中，我国生物医药

从业者攻坚克难、多点发力，在一些领域取得阶段性

进展。

在预防性肿瘤疫苗领域，2023 年 10 月，中山大

学、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与重庆智飞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开展 EB 病毒（一种疱疹病毒）肿瘤疫苗研

发。EB 病毒是首个被发现的人类致瘤病毒，可诱发

鼻咽癌、鼻咽部淋巴瘤、鼻咽部恶性黑色素瘤等多种

癌症。该研究旨在推动 EB 病毒预防性肿瘤疫苗早日

问世。

基于疫苗的生化特征，治疗性肿瘤疫苗可分为五

大类：肿瘤细胞疫苗、蛋白质和多肽疫苗、核酸疫苗、病

毒载体疫苗以及树突状细胞疫苗。其中，核酸疫苗中

的 mRNA 肿瘤疫苗由于耐受性良好、生产便利以及成

本效益高，一直是治疗性肿瘤疫苗乃至肿瘤免疫治疗

领域的研究焦点。

2022 年 1 月，斯微（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 mRNA 个性化肿瘤疫苗在澳大利亚获得Ⅰ期临床

批件，成为世界范围内首个获批临床的国产 mRNA 肿

瘤疫苗。

2023 年 3 月，北京立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的 LK101注射液成为国内首个获批进入临床的个性

化新生抗原 mRNA肿瘤疫苗。

今年 8 月，成都威斯津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 mRNA 肿瘤疫苗 WGc-043 注射液继今年 5

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件之后，

再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批准开

展Ⅰ期临床试验。

此外，杭州纽安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新合

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康德赛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等国内生物医药企业生产的个性化肿瘤疫苗，也陆

续获得临床试验申请受理。

我国科研人员还在基础研究方面持续发力。中山

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曾木圣团队系统研究了 EB

病毒致癌分子机制与靶向干预，相关成果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奖二等奖；来自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与

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科学学院的联合团队，以肿瘤免

疫治疗及生物剂型工程为研究基础，创建了新型全肿

瘤细胞疫苗平台；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赵潇和聂

广军团队提出一种“围疫苗期”免疫预激策略，利用细

菌来源的纳米囊泡强化机体免疫系统功能，从而增强

后续肿瘤疫苗免疫治疗效果……

“在医学领域，要解决药物和疫苗面临的问题，基

础研究是基石。越是前沿的应用，越绕不开基础研

究。”曾木圣说。

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齐头并进、同频共振，为

我国肿瘤疫苗研发领域注入不竭动力。

未 来 目 标 瞄 准 增 强
免疫反应、改进递送系统

尽管全球的肿瘤免疫治疗赛道持续升温，但肿瘤

疫苗研发仍面临一系列难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全国重点实

验室主任魏于全在今年发表的论文中详细阐述了当前

肿瘤疫苗研发面临的五大临床挑战，分别是耐药性和

免疫逃逸、抗原选择和疫苗设计、生物信息学在疫苗研

发中的应用、联合治疗策略的应用，以及法规和质量控

制。

对此，科研人员提出了一些策略：首先，联合使用

肿瘤疫苗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以增强免疫反应；其次，

基于新抗原的个体化疫苗策略，通过精准识别肿瘤特

异性抗原，从而提高肿瘤疫苗的靶向性和效果。

此外，利用生物信息学和系统生物学方法来优化

疫苗设计，以及改进疫苗递送系统，也是当前研究的重

要方向。

虽然肿瘤疫苗研究面临挑战，但多位业内专家表

示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认为，肿瘤疫苗结合多元化

治疗策略在未来肿瘤免疫治疗领域拥有巨大潜力。“私

人订制”式的精准治疗模式，有望为广大肿瘤患者带来

更多治疗选择。

我国肿瘤疫苗研发未来可期
——“关注癌症防治进展”系列报道⑤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三分之一的

癌症完全可以预防。大量研究证实，改

变不良生活方式、远离致癌物、接种疫

苗、保持乐观心态等，都能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癌症风险。不过，网络上有关预

防癌症的说法五花八门。“人乳头瘤病

毒（HPV）疫苗会导致生育率下降或不

孕”“不能染发，染发剂会致癌”“服用富

硒产品和硒补充剂可以防癌”……针对

上述说法，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说法一：HPV疫苗导致
生育率下降或不孕

专家回应：HPV疫苗不影响
生殖系统功能

在女性高发癌症中，宫颈癌发病率

仅次于乳腺癌。但幸运的是，宫颈癌是

目 前 唯 一 病 因 明 确 的 癌 症 。 高 危 型

HPV 感染是发生宫颈癌的主要病因。

因此，在宫颈癌的三级预防策略中，接

种 HPV疫苗是第一步。

然而，网络上有说法称，接种 HPV

疫苗可能导致生育率下降甚至不孕。

对此，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辅助生殖

中心主任王建梅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疫苗安全委员会的综合研究报告，HPV

疫苗被证实是安全有效的，并且与不孕

症之间没有发现直接的因果关系。

“HPV 疫苗的主要成分是病毒样颗

粒，可以激发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提供

保护作用，并不影响生殖系统功能。”王

建梅介绍，“多项研究结果表明，接种

HPV 疫苗不会增加女性发生卵巢功能

不全或不孕的风险。”

此外，各国的公共卫生部门都在

持续检测 HPV 疫苗的安全性，一旦发

现潜在问题，将立即调查并采取相应

措施。

说法二：为了预防癌症
就不能染发

专家回应：使用合格产品
适度染发是安全的

染发已成为许多人改变形象的方

式之一。然而，人们常能听到这样的说

法：要预防癌症就不能染发，因为染发

剂中含有致癌物质。

天津人民医院肿瘤诊疗中心主任、

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王华庆表示，目前

的研究结果显示，使用合格的染发剂且

适度染发与癌症发病并没有确定的正

相关关系。

染发会致癌的观点，主要源于染发

剂中常含有化学成分对苯二胺。王华

庆介绍，对苯二胺是一种广泛使用的染

发剂成分，频繁接触高浓度的对苯二胺

确实可能有一定致癌风险。

“不过，目前没有确凿证据表明适

度染发会直接导致癌症，而且市面上销

售的染发剂需要符合国家或地区的安

全标准，在正常条件下适度使用是安全

的。”王华庆说。

他 建 议 ，将 染 发 间 隔 控 制 在 4 个

月 左 右 ；染 发 时 戴 上 手 套 ，减 少 皮 肤

接触染发剂的机会，同时避免吸入染

发 剂 蒸 气 ；初 次 使 用 新 产 品 前 ，先 进

行皮肤敏感测试，以确保不会出现过

敏反应。

说法三：服用富硒产品
和硒补充剂可以防癌

专家回应：补充硒无法降低
患癌风险

硒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具

有抗氧化、支持免疫系统功能等生物学

作用。近年来，有研究指出，硒的摄入

量与某些癌症的发生率呈负相关。因

此有说法指出，服用富硒产品和硒补充

剂能够预防癌症。

王华庆介绍，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

物酶等抗氧化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

于清除体内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

胞的损害。一些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硒

与癌症存在关联，比如较低的硒摄入水

平可能会增加患胃癌、结肠癌、肝癌等

癌症的风险。

“尽管这些观察性研究揭示，缺硒

可能与癌症风险呈正相关，但多项随机

对照试验并未证明硒补充剂可以明确

降低患癌风险。”王华庆说。

他提醒，适量摄入硒有益健康，但

过量摄入可能会导致硒中毒或引发其

他 健 康 风 险 。 成 人 推 荐 的 每 日 硒 摄

入量约 55 微克，超过 400 微克就属于

过 量 摄 入 。 因 此 ，除 非 遵 医 嘱 ，否 则

不建议在生活中使用硒补充剂来预防

癌症。

“通过饮食摄取硒是最安全的方

法。富含硒的食物包括巴西坚果、肉

类、鱼类、谷物和鸡蛋等。”王华庆说。

HPV疫苗导致不孕、服用富硒产品可以防癌……

这些癌症预防的说法靠谱吗

科技日报讯 （记者朱虹 李丽云 通讯员衣晓峰）8 月 18 日记者

获悉，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日前在线发表第三版痴呆预防、干预

和照护重大报告（以下简称“第三版报告”），并在国际阿尔茨海默

病协会年会上向全球发布。值得关注的是，这份报告首次邀请我

国专家参与撰写，并纳入中国的研究数据，为痴呆症防治和照护注

入中国智慧。

痴呆症对人类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构成极大威胁。研究显示，

预计到 2050 年，全球痴呆症病例数将从 2019 年的 5700 万增至 1.53

亿，尤其在低收入国家增长更为显著。与痴呆症相关的全球健康和

社会成本，每年将超过 1万亿美元。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姚尧受聘为第三版

报告国际专家委员会委员，首次代表中国学者参与第三版报告撰写

工作。姚尧介绍，作为本年度痴呆症领域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第

三版报告凝聚全球专家共识，为我国痴呆症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和

实践建议。相较于第二版报告涵盖受教育程度较低、听力受损、高血

压、吸烟、肥胖、抑郁、缺乏身体活动、糖尿病、过度饮酒、创伤性脑损

伤、空气污染和社会孤立等 12 项痴呆症风险因素，第三版报告新增

了未经治疗的视力丧失和高水平的低密度脂蛋白两项风险因素。姚

尧说，如果在儿童时期科学控制上述因素，有望预防或延迟近一半痴

呆症病例发生。

针对痴呆症预防，专家委员会给出以下具体建议：给予所有人高

质量教育，提升认知能力；为听力损失者提供助听器，减少有害噪音

暴露；有效诊治抑郁症；在接触性运动和骑自行车时，提倡用头盔和

保护装置，预防头部损伤；鼓励定期锻炼；减少吸烟行为；防控高血

压，从 40 岁起将收缩压维持在 130 毫米汞柱以下；加强胆固醇检测，

预防相关风险；保持健康体重，防范糖尿病；杜绝酗酒行为；老年人应

优先考虑友好的社区环境和住房，积极参与活动，避免社会孤立；保

护视力，遏制视力丧失导致的痴呆；减少空气污染物接触等。

此外，第三版报告评估了抗淀粉样蛋白-β抗体药物治疗等新

兴的痴呆症疗法，探讨了生物标志物在痴呆症诊断中的潜力，提出要

扩大高质量痴呆症护理服务的覆盖面，强调避免社会孤立、改善老年

人友好社区的重要性等。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痴呆症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负担不容忽

视。”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王永晨建议，全社会要

共同做好痴呆症的预防和管理工作，基层全科医生需要付出更多努

力、发挥更大作用。

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主任委员、浙江中医药大学原副校

长郭清表示，第三版报告为痴呆症健康管理指明了方向，与“533”健

康管理工程的理念不谋而合。“5”代表“5G”，即通过大数据、穿戴设

备、人工智能等，创新健康服务模式；第一个“3”是健康管理的核心内

涵，即“早筛查、早评估、早干预”的原则；第二个“3”是指“三全”，即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

《柳叶刀》发布

第三版痴呆症防治重大报告

科技日报讯 （记者雍黎 通讯员李春梅）8 月 18 日，记者从陆军

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获悉，该院泌尿外科主任郑霁团队联合西南医院

烧伤科教授邓君，在《先进医疗保健材料》上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综

述。综述归纳了纳米材料阻断肿瘤转移的最新策略，分析了纳米材

料在预防肿瘤转移方面的挑战和研究方向，为探索更有效的抗肿瘤

转移策略提供了新视角。

肿瘤转移是肿瘤细胞从原发肿瘤部位扩散到远处器官形成转移

瘤的过程。在该过程中，肿瘤微环境、循环肿瘤细胞和转移前生态位

发挥关键作用。综述指出，纳米材料凭借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能够

借助靶向功能精准干预肿瘤转移。纳米材料可通过调节微环境、早

期检测和消除循环肿瘤细胞、抑制转移前生态位形成等阻断转移过

程，从而实现肿瘤转移预防。

尽管纳米材料在预防肿瘤转移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但其临床

应用仍面临挑战。比如纳米材料的生物相容性和递送效率有待提

升，可能对人体正常组织产生影响等。综述提出，未来需要设计更安

全有效的多功能纳米材料，充分优化其在复杂生物环境中的性能。

科研人员归纳纳米材料

阻断肿瘤转移新策略

科技日报讯（记者罗云鹏）8月 18日，记者从深圳华大生命科学

研究院获悉，深圳湾实验室/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特聘研究员张勃

团队与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斯坦福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利用基

因编辑、时空组学等技术，明确了与孤独症密切相关的神经连接蛋白

3（Nlgn3）基因在大脑星形胶质细胞中的位置，进一步阐释了该基因

影响小鼠社交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论文近日发表在《分子精神病

学》上。

Nlgn3 基因存在于神经元和星形胶质细胞中。过去的研究证

实，缺失 Nlgn3 基因的小鼠会出现孤独症样的行为表型。然而，

Nlgn3基因在星形胶质细胞中如何发挥作用，一直尚未明确。

本次研究中，科研团队敲除小鼠星形胶质细胞中的 Nlgn3 基

因后发现，小鼠星形胶质细胞的数量、形态及相关突触的数量和

功能均未发生明显变化。通过行为学实验，科研团队发现，缺失

Nlgn3 基因并不会影响小鼠的社交行为、运动能力和焦虑水平，

而是改变其社交方式。

为探究 Nlgn3 基因在星形胶质细胞中的作用机制，科研团队利

用华大时空组学技术，结合高精度测序平台，对小鼠大脑进行高清扫

描，确认 Nlgn3基因位于星形胶质细胞的胞体区域，而非有突触分布

的末梢。该发现或可解释为何敲除 Nlgn3基因不影响星形胶质细胞

突触数量和功能。

经过进一步研究，科研团队发现，敲除星形胶质细胞中的 Nlgn3

基因，可改变多种细胞类型中的基因表达，特别是与钙稳态通路相关

基因。这可能是 Nlgn3基因在星形胶质细胞中影响信息传导的方式

之一。

孤独症相关基因作用机制揭示

图为医护人员为适龄女性接种HPV疫苗。

医 生 对
癌 症 患 者 进
行 远 程 多 学
科会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