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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I+””推动肿瘤精准医疗模式推动肿瘤精准医疗模式转变转变
▶ 刘琴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

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肺癌病例

超80万例，其中约70%确诊时已

处于中晚期。一直以来，恶性肿

瘤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和生命

的第一“杀手”。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北

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院长詹

启敏在 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工

程科技创新论坛上，以《前沿生

物技术支撑肿瘤精准医学发展》

为题作主旨报告，从本质上阐释

疾病（癌症）的发病机理及临床

肿瘤治疗的现状、局限性和创新

的需求，并介绍了前沿生物技术

在肿瘤精准医学发展方面的重

要作用。

我国肿瘤防控形势严峻

癌症是危害中国人健康的

头号“杀手”。詹启敏介绍说，我

国癌症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均

居全球首位。不仅如此，我国肿

瘤患者5年生存率为43.7%，与美

国（68.5%）存在较大差距。此

外，由于遗传背景、生活方式、生

活环境等因素，导致某些肿瘤类

型在我国更为高发，如胃癌、肝

癌、食管癌等。

詹启敏阐释了癌症的发病

机理。他说，恶性肿瘤经历从遗

传异常改变到细胞生命活动改

变，再到细胞转化、癌变恶性表

型形成的过程。当前，临床肿瘤

治疗主要有手术、放疗、化疗、生

物治疗和中医药治疗等方式，肿

瘤治疗仍面临很大挑战。

“很多病人处于恶性肿瘤中

晚期，特别是以化疗为代表的治

疗方式具有被动性和盲目性，所

以，我们必须搞科学研究。”詹启

敏表示，针对肿瘤疾病涉及的遗

传背景、变异免疫和分泌改变

等，要重点做到精准预防、精准

诊断、精准治疗。

肿瘤治疗关键在精准

詹启敏表示，由于人群中存

在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差异，导致

同样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下，每

个人产生肿瘤的概率不同。因

此，需要精准识别高风险人群，

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

在恶性肿瘤精准治疗方面，

詹启敏指出，很多患者就诊时已

经处于中晚期，因此，基因和蛋

白的改变要远远早于临床病理

的改变。在詹启敏看来，要针对

病人提供个性化的精准治疗。

“既要避免治疗不足，也要

防止治疗过度。”詹启敏说，个性

化治疗的科学依据在于药物安

全性和有效性的差异是众多复

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恶

性肿瘤要进行精准治疗，首先要

弄清楚疾病的发生、发展趋势，

找到它的分子标志物，在临床影

像学、病理学分析的基础上，采

用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特异

性治疗方法，以更小的副作用达

到更有效的治疗效果。

据了解，肿瘤靶向治疗是将

与肿瘤有关的特异性分子作为

靶点来达到治疗作用的新兴手

段。但詹启敏团队在药物研究

中发现，靶向治疗也存在新的挑

战。

詹启敏举例道，如 pembro-
lizumab（派姆单抗）、nivolumab
（纳武单抗）等药物通过激活T细

胞，在多种肿瘤临床治疗中取得

巨大成功，但是由于肿瘤自身及

其肿瘤微环境的异质性，免疫单

抗完全治愈肿瘤仍长路漫漫。

詹启敏团队在结直肠癌疾

病研究中发现，肠道微环境的改

变削弱了新辅助放化疗疗效，证

实了在肿瘤治疗过程中研究肿

瘤细胞和肠道微生物交互作用

的重要性，揭示了肠道微生物影

响直肠癌新辅助治疗疗效的机

制。

“利用靶向免疫微环境+肠

道微生物干预的综合治疗，将是

结直肠癌未来的治疗方法。”詹

启敏说。

“AI+”助力医学创新发展

“在精准治疗过程中，单细

胞技术拓展了肿瘤精准靶向范

围，单细胞技术是未来肿瘤精准

医学的重要工具。”詹启敏表示，

肿瘤精准医学需要关注多个科

学问题，例如，涉及肿瘤阐释发

生发展机制，能回答疾病发生的

本质问题；标志物和早期诊断为

疾病治疗提供有效时机；靶向治

疗和免疫治疗能特异性地有效

治疗疾病。

在詹启敏看来，生命组学、

基因编辑、人体微生态、液体活

检等前沿科技，对支撑肿瘤精准

医学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詹启敏举例说，液体活检主

要在癌症早筛、靶向治疗、耐药

性检测等肿瘤精准诊疗中应用；

基于类器官的新药研发，促进了

新药研发模型的转变；基于纳米

颗粒的药物精准递送、基于细胞

囊泡 Evs的药物精准递送，促进

了药物递送模型的创新。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医学

模式带来了革命性改变。”詹启

敏表示，基于AI的临床全链条肿

瘤精准诊疗及基于AI的新药研

发，加速了肿瘤精准医学的发

展。此外，AI+多模态数据指导

下的精准诊疗，推动了肿瘤精准

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医疗装备为

例，远程手术实现了异地同步操

作，突破了传统医疗地域限制。

在詹启敏看来，从基础研究

到临床研究，由动物实验到人

体试验都涉及伦理问题，都需

要 遵 循 科 学 道 德 和 伦 理 规

范。他建议，要健全科技伦理

和 法 规 的 运 行 机 制 ，强 化 政

府、科学家和公众的责任，加

强伦理、法规的宣教，推动伦理

法律化进程。

本报讯（记者 罗晓燕） 日前记者

获悉，由深圳市中科微光医疗器械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光医疗”）自主

研发的多模态冠脉光学相干断层成像

（OCT）系统及配套导管，近日正式通过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证，

成为全球首个获得FDA认证的多模态

冠脉OCT系统，也是中国首个获得FDA
批准的腔内影像设备，标志着我国在高

端医疗设备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此次获批的多模态OCT系统系由

微光医疗自主研发，仅需一根导管单次

OCT 回拉即可获取血管结构、血流功

能、风险斑块识别的全面诊断信息。这

一技术突破，成功解决了以往多种设备

难以集成的问题，且无需多条导管耗

材，显著降低手术时间与耗材成本，大

幅提升了手术效率和诊断精准度，为临

床医生提供了更有力的诊疗支持。

“此次通过 FDA认证，不仅意味着

我们打开了美国的销售通路，同时也获

得了东南亚、中东、拉美等超过 20个国

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资格，这将会极大

地加速微光医疗OCT产品在多个国家

的注册流程，促进企业的全球化布局，

为全球输出来自中国的解决方案。”微

光医疗创始人CEO朱锐表示。

据介绍，微光医疗成立于 2012年，

在激光医学、光纤导管及影像算法等领

域拥有13年以上的经验积累。2023年

微光医疗成为进入海外市场的首家中

国OCT厂商。

值得关注的是，微光医疗自主研发的导管部件

已实现全面国产化，且核心模块由机器人自动化生

产，大幅降低生产成本。

本报讯 4月17日，苏州高新区与

苏州大学、苏州诺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三方签署共建协议，揭牌成立新型

分离诊疗转化研究院，并打造一体化

应用合作平台，研发具有原创性、引领

性、核心竞争力的新技术和新产品，推

动囊泡技术在肿瘤早筛、神经退行性

疾病干预等相关领域的临床转化。

苏州大学药学院目前已发展成为

国内药学教育与科研的重要阵地。学

院相关团队在细胞外囊泡研究领域深

耕多年，突破了囊泡超速分离、工程化

修饰等关键技术。

诺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位于苏州

高新区浒墅关先进制造功能片区，作

为细胞外囊泡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其

在技术转化与产业化方面具备显著的

行业优势。

新型分离诊疗转化研究院项目由

苏州大学药学院科研团队负责研发，由

诺速生物作为技术产业化企业负责生产

与市场端，依托苏州大学药学院全球首

创的囊泡柱分离技术进行细胞外囊泡分

离纯化与检测试剂盒开发，以及相关靶

向药物的研发和生产，推动核心技术进

一步实现标准化和临床转化。

近年来，苏州高新区积极抢占产

业发展风口，不断推动医疗器械及大

健康产业的创新化、集群化发展，已成

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地标的“双核”之

一。目前，苏州高新区集聚相关企业

超 1400家，年均产值增长超 30%，形

成了以生物梅里埃、赛默飞、万东百胜

为代表的医疗器械产业集群，以怡道

生物、特瑞医药、昊帆生物为代表的生

物医药产业集群，以及以徕博科、

PPD、精鼎医药为代表的专业公共服

务平台，获批国家多肽中小企业产业

集群。 施为 杨炎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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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苏州建建““政产学研政产学研””新型分离诊疗转化研究院新型分离诊疗转化研究院

4月 19日，全国首场长期

照护师（五级）认定考试在江苏

南通举行，首批100名考生参加

考试。长期照护师是指运用基

本生活照料及护理知识、技能，

在家庭、社区、养老机构、医疗

机构等场所，为享受长期护理

保险待遇人员等人群，提供基

本生活照料及与之密切相关的

医疗护理、功能维护、心理照护

等服务的从业人员。

图为当日，在南通考点，考

生在进行操作技能考试。

新华社发（嵇子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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