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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在中国也

是主要的致死原因。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接近 1930

万，并有大约 1000万癌症相关死亡事件发生。由于癌症

病因多样，肿瘤发生的机制复杂、过程漫长，以及个体间

异质显著，肿瘤诊断和治疗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

癌症是系统性疾病，肿瘤的诊断涉及多学科，肿瘤治

疗已经从最初的常规手术、放疗、化疗发展到目前的多方

法、多学科综合治疗。随着疾病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

进步，我们对癌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

进肿瘤诊断和治疗的新策略、新手段不断涌现，提高了全

球癌症患者的生存率。

癌症是一种进行性疾病，会逐渐引起肿瘤微环境的改

变，破坏免疫监视，并进一步将肿瘤的生物成分扩散到外

周循环中。基于肿瘤发生的生物学特性，血液、尿液和脑

脊液等体液可用于检测肿瘤。近年来，液体活检已成为多

种癌症诊断和患者随访的新兴方法。例如，我们的团队建

立了一种基于细胞游离DNA（cfDNA）的诊断模型，该

模型在肝细胞癌（HCC）检测中表现出较高灵敏度和准

确性。在直肠癌（RC）中，循环肿瘤DNA（ctDNA）在

监测化疗、放疗反应性以及评估肿瘤复发风险方面起着重

要作用。尿液microRNA转录组分析已经确定了一种新的

前列腺癌生物标志物，这补充了当前侵袭性前列腺肿瘤的

诊断方法。除了液体活检外，还有如纳米技术等其他多种

技术可用于癌症的精确诊断。例如，纳米生物传感器极其

灵敏，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检测各种蛋白质生物标志

物。采用光敏和荧光材料的光动力技术在检测前列腺癌和

膀胱癌等恶性肿瘤方面也表现出良好的性能。用质谱流式

细胞术进行单细胞分析，由于其高维性在细胞分型方面具

有优势，因此其适用于癌症的临床诊断。

新技术还能促生新的癌症治疗方案。将规律成簇间隔

短回文重复（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应用于肿瘤诊

治可能会引发医学革命；使用各种纳米颗粒（如聚合物、

脂质和无机物）来递送治疗剂可增强抗癌药物的功效并减

少副作用；单细胞基因组学在单细胞水平上揭示了人的遗

传和表型多样性，有助于实现个体化精准抗肿瘤治疗；利

用结构和功能与原始组织相似的类器官探索癌症的致病特

征，促进了药物筛选并能有效指导临床实践；人工智能

（AI）在化疗、放疗、免疫治疗等领域为肿瘤治疗做出了

巨大贡献。大量新兴技术为癌症研究提供了海量数据，优

化了肿瘤的早诊和动态检测，极大地促进了抗肿瘤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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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和筛选，提高了癌症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水平。介绍和

总结国际肿瘤诊治新趋势、新技术和新方法将有效推动肿

瘤学科的发展和新技术的临床应用，从而促进全球癌症的

早预防、早诊断和精准治疗。

本期肿瘤诊疗新方法与新技术专题我们收录了8篇论

文，报道多种癌症诊疗的新策略，以着重讨论上述热点

问题：

Salman等研究人员系统地讨论了将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中研究最充分的靶向药物“FLT3抑制剂”应用

于其他已经批准或正在开发的新兴靶向药物模型的研究，

强调了靶向治疗对当前癌症治疗方面的巨大贡献。

Montero-Calle等利用液体活检识别自身抗体靶向的结

直肠癌（CRC）特异性自身抗原，建立了检测CRC的多

重生物传感平台。这种方法能从健康人中高效诊断出

CRC、癌前病变患者。

吴 彤 等 发 现 外 周 血 单 个 核 细 胞 （PBMC） 中

CD4+CD45RO+CXCR3+ T 细 胞 水 平 高 的 肝 内 胆 管 癌

（ICC）患者对吉西他滨联合化疗更敏感。通过质谱流式

（CyTOF）在单细胞水平分析 PBMC 的免疫环境来预测

ICC患者对化疗的潜在反应性是可行的。

Rezk等概述了肿瘤组织与正常乳腺组织和非癌性病

变在力学特性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解释了如何利用新型

生物材料模型使我们了解细胞外环境的力学性能。此外，

他们还强调了这种能够模拟肿瘤微环境的生物材料模型对

于开发针对乳腺癌转移的新型机械疗法具有重要意义。

牟为等指出由CD44和整合素α6β4相互作用形成的

复合物激活靶细胞，通过刺激最终支持肿瘤转移的细胞因

子、促炎因子和生长因子产生转移前生态位。CD44在肿

瘤转移中的作用表明，外泌体CD44有望作为检测和治疗

胰腺癌的生物标志物。

Volpe等聚焦微流控工具从计算机辅助设计（CAD）

概念形成到作为循环肿瘤细胞捕获装置进行应用的实现过

程。此外，低成本的用料、可定制的方法及生物学的应用

使得该工具适用于临床实践。

张维冠等开发了三维（3D）支架平台来探索从永生

化鼻咽上皮细胞（NP460）中分离鼻咽癌细胞（NPC43）

的物理因素。他们发现可以利用顶层为 40/10 μm 脊/沟

（R/T）格栅，底层为 20/10 μm R/T格栅的两层坚硬支架

平台来对NPC43 细胞和NP460 细胞进行分离。开发用于

区分正常细胞和癌细胞的工程平台也许可以成为诊断和治

疗癌症的可行方法。

Abou-Alfa等研究者综述了外周循环中可检测到的肿

瘤衍生分子成分的研究，包括 ctDNA 和循环肿瘤 RNA

（ctRNA），以探索其作为早期HCC诊断非侵入性候选生

物标记物的潜能。

本期专题中的论文旨在帮助我们培养创新思维，拓宽

在制定肿瘤诊断和治疗新策略领域的视野。几十年来人类

一直不懈努力对抗宿敌——癌症，希望未来持续的探索能

进一步延展人类对肿瘤认知的边界，使抗癌治疗策略迈入

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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