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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防治 路在何方

程书钧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肿瘤研究所(医院)；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210)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同癌症进行斗争，很多国

家为此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然而癌症仍然在

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自二十世纪 70 年代以

来，我国的恶性肿瘤发病及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至 90 年代的 20 年间，其死亡率上升 29.42 ％。 2000

年恶性肿瘤发病人数约 200 万，死亡约 150 万，在未

来 20年，我国恶性肿瘤死亡率会继续上升,将面临着

防治恶性肿瘤的新的挑战。

虽然对细胞癌变机制的认识在不断深入， 取得

了重大的进展， 然而人们在控制癌症的征途中步履

艰难。 目前多数医院收治的肿瘤病人，以中、晚期居

多，治愈率（5年生存率）很低。 近 30 多年来，除了早

期肿瘤（未转移的）的治愈率有所提高外，晚期肿瘤

的治愈率无明显提高。 当前这种治疗占位性病变的

晚期肿瘤的办法， 可能不会成为最终控制肿瘤的有

效途径。 科学发展将会使人们认识到，治疗肿瘤必须

向早期阶段不断推移。 防治癌前病变将会是人类控

制恶性肿瘤一个重要战略措施。 人类肿瘤的发生是

环境致癌因素与人体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通过改

变外环境因素及不良的生活方式， 可以有效达到预

防大多数肿瘤的目的。 寻找防治癌前病变的有效措

施，将成为本世纪人们关注的热点，对于降低肿瘤发

生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单基因向多基因、从单一层次向集成层次、从

细胞向整体的研究模式， 已经逐渐成为未来肿瘤研

究的主导方向。 从单个基因突变到几个基因异常的

简单叠加，都难以解释人类肿瘤发生、发展的个体差

异性及其它复杂的临床表现。 肿瘤中的突变基因不

仅数目繁多功能复杂， 而且处在动态的生物网络之

中。 在细胞中， 彼此相互联系基因/蛋白构成了复杂

的细胞网络，包括信号通路，基因调控网络和代谢网

络等。 生物系统中，任何一个基因都不是独立执行功

能，它们必须与其他基因相互协调，作为细胞网络中

的一环协同完成一定的生物过程， 参与决定细胞的

行为和表型。 这种分子网络的异常程度及复杂性决

定了肿瘤的恶性表型和个体差异， 这些与癌变相关

的系统生物学的变化谱将会成为肿瘤分子分型的理

论基础， 用于指导肿瘤预防、 预后评估和个体化治

疗。 与肿瘤发生、发展相关的基因突变谱，基因甲基

化谱、基因多态谱、基因表达谱、体液蛋白质（或其他

化学成份）谱、染色体谱、以及细胞和组织器官的分

子影像谱图, 其中尤以血液为代表的体液蛋白质（及

其他化学成份）谱、将会逐渐成为肿瘤标志研究领域

中的热点，在未来肿瘤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中发挥重

要作用。 人们也许需要改变现有的治疗策略，甚至挑

战某些固有的治疗理念。

要大力加强肿瘤临床发生、 发展规律的宏观研

究，高度重视肿瘤资源库的建设和合理利用，这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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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国肿瘤研究的关键和瓶颈。 大量的有关肿瘤

诊治的难题， 需要通过系统地分析研究肿瘤组织内

在的复杂的规律及宿主因素， 才可能找到有助于指

导肿瘤诊治的新思路。 人们将会看到治疗带有肿瘤

的病人可能会比只治疗病人的肿瘤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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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的预防和治疗

郑树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杭州 310003)

肝细胞肝癌（以下简称肝癌）是全球第六位最常

见癌症，是第三位癌症致死原因。 我国是肝癌发生的

第一大国， 其发病率占全球 55%， 死亡率占全球

45%，中国目前每年约有 32 万例肝癌患者死亡。 近

年来，随着诊断技术和治疗方法的不断进步，肝癌的

诊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肝癌术后复发转移仍

然是制约患者长期生存的瓶颈问题。 总的来说，肝癌

的预后仍相对较差。 因此，加强肝癌的预防和高危人

群的定期监测，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改

善肝癌预后的关键。

重视肝癌的一级预防， 从病因上预防肝癌的发

生发展。 国内外的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明，病毒性肝

炎(乙型和丙型)、黄曲霉毒素污染粮食及蓝绿藻污染

饮水是原发性肝癌的最重要病因。 因此，我国学者早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改水、防霉、防肝炎”仍然

是指导肝癌一级预防的方针。 防止粮食如稻米、玉米

及花生、豆类等食物的霉变，饮用卫生、安全的深井

水、 自来水对于降低肝癌的发病率可以收到良好的

效果。 给新生儿及其他高危人群注射乙型肝炎疫苗

是减少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预防肝硬化、肝癌的关

键。 目前尚无有效的丙型病毒性肝炎疫苗，但在献血

员中严格筛查、应用一次性、干净安全的注射器和手

术器具， 有助于减少其发病率， 从而减少肝癌的发

生。 在肝癌领域中最重要的是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

和黄曲霉素等与肝癌发生有关的因素预防。 ①疫苗

接种：疫苗接种是最实际和最有经济效益的方法，主

要是乙肝疫苗接种。 给新生儿注射乙肝疫苗可以阻

断母婴传播，有效降低乙肝病毒携带率。 对于青少年

来说，接种疫苗可以保证他们健康成长，也是抵御病

毒侵害的一把保护伞。 ②治疗慢性肝炎：对于慢性病

毒性肝炎患者，且有抗病毒治疗适应症者，应进行积

极的抗病毒治疗。 长期抗病毒治疗达到停药标准后

仍需巩固治疗一段时间， 减少乙肝病毒复发和耐药

的发生。 同时干扰素治疗可以减少乙型和丙型病毒

性肝炎患者的肝癌发生率。 ③防霉改水：产生黄曲霉

素的真菌主要生长在潮湿的热带和亚热带， 能使玉

米、花生和其他粮食霉变，因此要避免食用这些发霉

的食物。

提高肝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在于早发现、 早治

疗。 甲胎蛋白和 B 超是临床上进行肝癌筛查的重要

手段， 其价格低廉且无创。 临床上高度怀疑存在肝

癌，进一步确诊还需要 CT、MRI及病理化验。 典型的

肝癌增强 CT 表现为：肿块在动脉期迅速强化，门脉

期迅速下降，整个过程呈现“快进快出”征象。 一旦确

诊肝癌，应根据肿瘤的大小、部位、有无肝内外转移

及病人全身情况选择合理有效的综合治疗方案。 目

前仍认为手术切除是最有效的手段。 如果发现不能

切除的大肝癌或多发性肝癌，可选择术前降期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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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介入手段等， 待病灶缩小后可再次行切除或者肝

移植。 肝癌切除术后肿瘤复发， 仍可行抢救性肝移

植，取得较好的疗效。

肝癌的治疗目前采用以手术切除为主的综合性

治疗策略。 肝动脉插管栓塞化疗具有使癌组织血管

栓塞，局部化疗药浓度高、全身副作用小等优点，但

它具有一定的创伤性和并发症， 并非对所有病人均

有效及有可能促进癌细胞肝内转移的缺点。 射频消

融术作为一种局部治疗的有效手段， 但也会因其治

疗不彻底性使肿瘤残留和复发。 分子靶向药物（如索

拉菲尼）可提高晚期肝癌病人的存活期。 手术切除尽

管是目前主要的治疗策略之一， 但我国肝癌患者都

伴有一定程度的肝硬化背景，不能耐受手术，根治切

除率低，复发率高。 肝移植是目前最彻底、最有效的

治疗肝癌的手段， 其优势在于能同时去除肿瘤和硬

变的肝组织，避免了残余病肝组织的恶变可能。 德国

罗森博格大学的 Tung-Yu Tsui 教授通过 120 例肝癌

的不同治疗手段对比研究， 发现无论是 1 年还是 5

年的生存率，肝移植都明显优于其他治疗手段。 意大

利乌迪内大学 Umberto Baccarani 教授发现， 符合米

兰标准的小肝癌，肝移植优于肝切除。 据中国肝脏移

植注册网（www.cltr.org）数据，截至 2011 年 8 月，我

国肝脏移植总数已达 20537 例， 其中 44%是肝癌肝

移植。 同时， 我国的许多肝癌肝移植患者均超越了

Milan 标准（约 50％），探索和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肝

癌肝移植筛选标准，无疑具有重大意义。2008年浙江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国际上提出了具有国际推广价

值的肝癌肝脏移植受者准入标准———杭州标准，即

受者符合：①没有大血管侵犯和肝外转移；②所有肿

瘤结节最大直径之和≤8cm；或所有肿瘤结节直径之

和＞8cm， 但术前血清甲胎蛋白水平＜400ng/mL 且组

织学分级为高、中分化。 杭州标准超越了肿瘤大小这

一限制，并引入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和病理学特征，安

全拓展了米兰标准， 使更多的肝癌患者能接受肝脏

移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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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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