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4 壹读·关注 2016年5月6日 星期五

编辑：高寒 美编：罗强 组版：庆芳

肿肿瘤瘤治治疗疗专专家家眼眼中中的的免免疫疫疗疗法法
从医学本身看魏则西事件，不合适时机用了不合适疗法

本报记者 陈晓丽

免疫治疗效果
尚未完全明确

手术、放疗、化疗，被认为
是针对肿瘤的传统治疗方式。
近年来，医学在不断寻求新的
治疗突破点时，逐渐开始关注
肿瘤的“宿主”——— 人体自身，
于是诞生了免疫治疗。免疫治
疗不直接攻击肿瘤，而是期望
能重新调动人体免疫细胞的
攻击能力。但免疫治疗的效
果，目前尚未完全明确。

省立医院肿瘤治疗中心
副主任医师杨哲表示，自己
关注的免疫治疗和目前网络
上热炒的并不是相同概念，
虽然有交叉点，但是可以说
是两个方向。“一个重点是提
高肿瘤细胞的可识别性，另
一个是提高免疫细胞的杀伤
力。”而前者正是杨哲真正关
心的方向，也被称为免疫调
节药物疗法。

人体都有原癌基因和抑
癌基因，肿瘤之所以能在人体
内生长并迅速增殖，在于肿瘤
细胞可以做到免疫逃逸。“肿
瘤细胞不属于人体正常细胞，
属于异物，按照正常工作原理，
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会发现并
攻击它。但是，肿瘤细胞会分泌
和释放某种物质，导致人体免疫
细胞对其视而不见，更加无从
攻击杀灭。”杨哲解释。

“免疫治疗利用肿瘤细胞
表面的抗原，通过使用药物与
之结合，改变肿瘤细胞释放的
信号，从而使自身免疫细胞能
够对其识别、攻击并杀灭，而
且副作用很小。”不过，按照目
前的研究成果，该方法的治疗
有效率并不高，只有30%左右，
而且花费高昂，每年需要100
万人民币左右。

目前，该治疗方法在欧美
已经用于临床，免疫调节PD-1
药物Opdivo和Key-truda已经
上市，对于肾癌、恶性黑色素
瘤等免疫原性较强的肿瘤治
疗效果较好。而国内仍处于临
床研究阶段，尚未投入应用。
即便如此，杨哲认为这一治疗

方式仍然非常有前景，“因为
对于这30%有效的患者来说，
有效期限较长，可能达到3-5
年，远超放化疗的作用。”

魏则西当时病情
已不适宜免疫疗法

专家表示，魏则西在北京
武警二院治疗时使用的DC-
CIK疗法，更关注于提高免疫
细胞的杀伤力。目前国内多家
医院都在广泛开展相关治疗，
也是目前网络上热炒的治疗
方式。“抽取患者的血液，培养
增强其中免疫细胞的杀伤力，
然后将其回输到患者体内，更
有力地攻击肿瘤细胞。”

山东省医科院附属医院
副院长盛立军认为，魏则西事
件“悲剧主要在于医院在不合
适的时机对于一个不合适的
病人采取了不合适的治疗手
段。”盛立军解释，采用该免疫
治疗的前提是肿瘤病情控制
较好，“例如手术后的患者，可
将其用于杀灭体内残留肿瘤
细胞。而在肿瘤快速增殖阶
段，其治疗效果确实有限。”

“滑膜肉瘤的恶性程度很
高，即使能够早期治疗生存
率也仅在30%左右，而魏则西

当时已经处于病情晚期，几
乎任何一种治疗方式都无济
于事。因此，并不是免疫治疗
夺去了魏则西的生命，更不
能因此就把免疫治疗一棒子
打死。”盛立军介绍，她的父亲
也曾在身患肺癌时使用该办
法治疗。

杨哲通过对十几名患者
的观察治疗发现，该免疫治疗
对肿瘤本身的疗效也不是很
明显。“如果肿瘤细胞仍然无
法被免疫细胞识别，再大的杀
伤力也无用武之地，这也是目前
其疗效有限的原因所在。”杨哲
认为，目前的商业运作夸大了其
疗效是不可否认的。

杨哲认为，这种治疗方式
并非一无是处，“它可以明显
改善身体状况。尤其是晚期患
者容易有乏力、精神差的表
现，使用这种办法治疗后可有
所改善，并且没有什么副作
用，这也是其他药物所不能达
到的效果。”

对细胞免疫疗法
不能一棍子打死

除了免疫调节药物疗法
和DC-CIK疗法，其实肿瘤疫
苗也属于免疫治疗的一部分。

与前两种针对肿瘤患者的免
疫疗法不同，肿瘤疫苗属于主
动免疫，目前只在宫颈癌中应
用较为成熟。“肿瘤的发生是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
此疫苗的研发就很困难。宫颈
癌的病因已经明确在于HPV
病毒感染，影响因素单一，所
以预防起来相对容易。”杨哲
解释。

盛立军表示，“尽管这些
年来肿瘤治疗已经取得了巨
大进步，但必须承认的是，肿
瘤仍然是一种难治性疾病，任
何一种治疗手段都无法保证
治疗的准确疗效，尤其是对于
晚期患者。正因为现有治疗手
段的结果不完美，我们才更要
努力探索新的治疗手段。”

“个人认为现在对肿瘤的
手术、放疗和化疗方面，基本
已经做到了极致。化疗已经进
入了平台期，放疗可能存在一
定的挖掘潜力，但都很难再有
质的突破。”因此，杨哲一直非
常关心免疫治疗的研究进展，
期待有一天可以将其与传统
治疗手段结合，取得更好的治
疗效果。

杨哲提醒患者，肿瘤有众多
的国际和国内治疗指南，治疗的
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在循证医学

的指导下，采用规范化的综合治
疗和个体化治疗。“任何一种单
一的治疗手段都不足以打败肿
瘤，针对不同的患者、不同的肿
瘤，只有综合利用不同的治疗手
段，才能最大程度地延长患者寿
命、提高生活质量。”

手术、放疗和化疗
仍是治癌主流

就目前来看，手术治疗仍
然是大部分实体瘤的首选治
疗手段，主要针对病情较早、
没有出现远处转移的患者。通
过手术治疗可以获取根治的机
会，这也是让肿瘤患者得以长期
生存的最重要治疗手段。“在临
床工作中，因为大部分病情发现
较晚，仅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存
在手术机会。”

化疗是指利用化学药物
治疗，可通过口服、注射、化疗
泵等多种途径。分为新辅助化
疗、辅助化疗、姑息化疗，在大
部分肿瘤患者身上都可能用
到。

“有些肿瘤可以通过新辅
助化疗减轻肿瘤负荷，重新获
得手术机会，或者降低手术后
的复发风险。”盛立军表示，即
使手术切除了肿瘤原发灶，但
是肿瘤具有沿着血管生成和
远端转移的特点，手术无法消
灭在血液中的肿瘤细胞。术后
辅助化疗可杀灭这些肿瘤细
胞，降低复发概率。姑息化疗
则是对于已经完全失去手术
机会的病人，主要在于提高生
活质量、延长生命。

随着放疗设备和技术的
不断改进，放疗起的作用也越
来越重要。放疗可通过放射线
的方式进行局部治疗，但没法
杀伤全身性的细胞，主要应用
于中晚期肿瘤患者。

近年来，靶向治疗研究进
展迅速，尤其是在肺癌领域，
某些病种的疗效可达到化疗
的两倍。“靶向治疗的前提是
必须有基因突变，否则就没有
靶向治疗的机会。”杨哲表示，
但是这并不能说靶向治疗取
代了化疗，而是和化疗等手段
协同使用，延长晚期肿瘤患者
的生存期。

城城阳阳安安贞贞医医院院涉涉事事女女医医生生已已失失联联
监管部门恨得牙痒痒，处罚却只能挠痒痒

本报青岛5月5日讯（记者
张晓鹏） 5日，齐鲁晚报

A06版刊发了《看着要后悔，先
给你一针麻药》一文。5日下午，
城阳安贞医院称为患者小丹
做了两次手术的靳姓女医生
已经失联。城阳区卫计局将因
医院聘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对

其进行行政罚款，并给予不良
职业计分处罚。

“在我们对医院进行询问
调查过程中，医院称给小丹做
手术的靳姓女医生已经失联。
医院连医生的姓名、联系方
式、有无行医资质均完全不清
楚，这简直是荒唐！”5日17时
许，城阳区卫生和计生局综合
监督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调查过程中，医院称靳姓女医
生前来医院工作不满十天，事
发前处于试用期。至于叫什么
名字、哪里人、有无行医资质
均一概不清楚。

“我们将以医院聘用非卫
生技术人员，按照医疗机构管
理条例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其
进行行政罚款，并给予医院不
良职业计分处罚。”卫计局负
责人说，至于处罚医院多少
钱，扣多少分，目前他们还在
进行合议。

“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相 应 的 法 律 法 规 不 会 罚 太
多！”该负责人表示，这一点他
们也是依法办事。根据1994年
实施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第四十八条规定，使用非卫生
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

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
正，并可以处以5000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依照法律，城阳安贞医院
可能只会被处以5000元以下的
罚款。“对于这样的医院进行
管理，我们作为监管部门也很
头疼。”该负责人坦言，目前可
适用于该类医院行为的法律
法规只是《医疗机构管理条
例》，“再者想抓到他们违法现
行也很难。”该负责人说，抽
查、例行检查的时候一切正

常，而监察部门一走，医院就
做起了见不得人的事儿。

该负责人表示，即使有患
者投诉其乱收费、小病大治、
恶意欺诈等行为，我们按照现
有的法律法规也只能认定为
过度治疗，无法追究其刑事责
任。“如果能抓到涉事医生就
好了，可以根据职业医师法，
对其进行处罚，这相对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要严重得多。不过
我们多渠道进行了查询，发现
此人在相关职业资质认定方
面，一点个人注册信息都没
有，疑为非法行医。”

“魏则西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其中一部分焦点就集中在对肿瘤的免疫治疗上。免疫治疗究竟效果如何？是否如网络络所传“已被欧美国家放
弃”？5日，省城多位肿瘤治疗专家表示，免疫治疗并非一无是处，但疗效确实被一些商业机构过分夸大。

图为魏则西的父母捧着儿子的骨灰盒与遗像。（资料片） 据财新

没病女生做俩手术花8000元

■魏则西事件追踪·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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