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项目
2020年10月13日 星期二
主编：刘代荣 编辑：向文 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cqkejibao@sina.com 07

抗癌“ ”有新突破
■ 沈慧 郑杨

我国研制最大直径盾构机
在长沙下线

探寻抗癌新“利器”，我国科学家又有新突破。
前不久，我国首台自主研发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疗
实验装置（简称BNCT）研制成功，有望为我国肿瘤治
疗带来技术性革新。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近日召开发布会宣
布，该所东莞分部成功研制出我国首台加速器硼中
子俘获治疗实验装置（BNCT），并启动了首轮细胞实
验与小动物实验，为开展临床试验做前期技术准备。

“该装置的成功研制，为我国医用BNCT治疗装
置整机国产化和产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有望为我
国肿瘤治疗带来技术性革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东莞分部副主任梁天骄表示。

当中子遇到硼

放射治疗是治疗癌症的重要手段。然而，目前我
国放疗设备与放疗比例远低于发达国家。据统计，每
百万中国人仅拥有放疗设备1.4台，远低于发达国家7
台至8台的平均水平；在美国，每百万人已接近12台。

“约 70%癌症患者在不同阶段需接受放疗，
BNCT是目前国际最先进的癌症治疗手段之一。”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陈和生
介绍，BNCT是一种将放射与药物相结合的靶向、细
胞级精准放疗。

在梁天骄看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抗癌
高科技更接近一种“靶向治疗+放疗”，它之所以能
够精准打击人体内癌细胞，是因为“左膀右臂”的
存在——中子与含硼药物。

梁天骄介绍，采用BNCT治疗时，会先给病人注
射一种含硼药物。这种药物对癌细胞具有很强亲和
力，进入人体后会迅速聚集于癌细胞内，但在其他组
织内分布则很少。随后，医生会给病人实施中子照
射，时长在1小时内。当照射的中子遇到了聚集于
癌细胞内的硼，由于硼的同位素硼10具有很大的中
子吸收截面，两者很容易发生强烈核反应产生高杀
伤力α粒子与锂离子，即可精准“杀死”癌细胞。

“α粒子与锂离子杀伤力很强，整个治疗过程
中，患者一般仅需照射一次。而且，这两个粒子射程
很短，能运动范围大约仅为一个细胞的长度——10
微米，因而它们只定向‘杀死’癌细胞，并不会损伤周
围细胞组织。”梁天骄解释。

据他介绍，与化疗等常规癌症治疗手段相比，硼
中子俘获治疗法起步时间相对较晚。这是因为肿瘤

中有一种脑胶质瘤多为原位复发，并具有浸润性生长
特性，常规癌症治疗手段对它“束手无策”。后来科学
家们尝试将硼中子俘获疗法应用于脑胶质瘤治疗，
意外取得了较好治疗效果。于是，硼中子俘获治
疗法渐渐引起全世界科学家们的关注。

促技术产业化

今年3月，世界上第一台加速器BNCT设备与硼
药物正式获得日本厚生劳动省批准，开始对患者治
疗。这是硼中子俘获疗法在世界上首次正式进入临
床应用。

21世纪前，用于BNCT治疗的强中子束流主要
通过核反应堆产生。与基于核反应堆的BNCT装置
有所不同，加速器BNCT装置作为射线装置，可以在
位于人员密集区域的医院使用，未来可向市、县一级
拓展，在较广范围内实现个性化与例行性BNCT治
疗，具有广阔应用前景与深远发展潜力。

“过去强中子源一般仅在大型科研实验室才能
找到，因而，几十年来BNCT发展缓慢。目前，全世界
基于反应堆的BNCT临床试验只有1400多例。然而，
如果可以使用加速器来产生中子，就易于推广到医院
使用。”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副经理傅世年介绍。

2018年，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广东东莞建成了我
国首台散裂中子源，在加速器与中子技术方面拥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BNCT装置正是利用中国散裂中
子源相关技术催生的首个产业化项目。

“散裂中子源是用加速器产生的高能质子轰击
重金属靶，产生中子。而BNCT加速器加速的质子
能量要低得多，使用的靶材料也与散裂中子源有所
区别。”傅世年介绍，经过不断努力，去年12月，BNCT
实验装置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束流，证明了设备
加工制造与安装调试的高质量。随后，他们又逐步
实现了设备稳定运行与功率不断提升。

今年8月13日，8位来自放射医学、粒子加速器、
中子物理与技术、硼药等领域的院士及专家对加速器
BNCT实验装置开展了评审。专家们一致认为，该装
置的成功研制，是我国在癌症治疗高端医疗设备整机
技术开发方面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整台装置均自主
设计建造，掌握了全部核心技术，为下一步建设临床
BNCT治疗装置打下了坚实技术基础，显著提高了我
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这也充分证明，大科学装
置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外，其设计和建造将大力

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与技术革新。”梁天骄表示。

开展临床试验

这一国产抗癌“利器”，何时有望照进现实？
梁天骄介绍，目前科研人员正在利用这台实验

装置开展BNCT相关核心技术实验研究，优化装置
的综合性能；计划通过开展细胞与动物实验，更大规
模地开展BNCT适应症研究，为新一代硼药研发与
动物实验提供相应实验环境；同时，通过动物安全性
验证，为后期临床试验奠定基础。

在成功研制这台BNCT实验装置基础上，目前
高能所与广东东莞市人民医院合作开展了第二台
BNCT临床设备设计与研制，有望较快依规逐步开展
临床试验，希望早日获批开展临床治疗。

“与目前倍受追捧的质子治疗手段相比，BNCT
具有低成本、治疗高效的特性。患者在接受治疗后，
可以保持较高生活质量，且治疗疗程短而灵活，治疗
费用较低，患者经济负担小。”梁天骄称。不过，他同
时强调，硼中子俘获疗法与其他癌症治疗手段并非
替代关系，这些不同治疗手段均具有更适合自身的
病症，它们相互补充，可以一起造福癌症患者。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陈延伟
说，日本、美国等国家均在积极推动BNCT技术发
展。“推进加速器BNCT研发，不仅能使中国大型医
疗设备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可以造
福社会，助力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开启癌症治疗的
新时代。”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 史卫燕）近日，一台
最大开挖直径达16.07米的超大直径盾构机在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长沙第一产业园下线。这
台盾构机整机长150米，总重量4300吨，这是
我国迄今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掘进机研究设计院副
院长张帅坤介绍，在设备研制过程中，研发团
队依托以往应用成熟的常规直径、大直径盾构
机自主设计与系统集成技术，以及系统关键零
部件设计和加工制造技术，最终研制成功。

澳新研究成果
或有助于治疗败血症

新华社悉尼电（记者 郭阳）澳大利亚研究
人员近日在英国期刊《自然·免疫学》上发表论
文说，他们发现一种蛋白受体在触发败血症炎
症反应方面起到关键作用，该发现有望用于开
发败血症新疗法。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等机构
的研究人员发现，一种名为TREML4的蛋白受
体是触发败血症炎症反应和免疫细胞凋亡的关
键调节因子。小鼠实验显示，去除这一蛋白受
体后，患败血症小鼠的整体存活率提高。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
化进程加快。截至2019年底，全国60周岁以上老
年人口近2.54亿，占总人口的18.1%；重庆60周岁以
上户籍老年人口达 721 万，占全市户籍总人口的
21.1%，比全国平均值高3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
度日益严重。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党中央、国
务院制定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民政部等三部委印发了《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
计划》和《开展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的通知》，
要求健全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
医养有机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并将建立社区
智慧化养老体系作为重大民生工程。各级政府积极
出台配套性扶持政策以适应老年人智慧社区和居家
养老的需求。

日前，由中国老龄协会老年人才信息中心牵头成
立的“智慧社区老年驿站”课题组开题座谈会在重庆
渝北区举行。座谈会围绕优化社区养老服务有效供
给、培养居家养老服务人才、打造智慧养老服务试点
示范平台、建立养老质量标准体系与评价机制、完善
老人宜居社区设施建设等方面开展课题调研。

全国老龄办原副主任闫青春在座谈会上强调必

须依靠大数据、智能化、云计算把科学养老与养老市
场真正结合起来，一定要把科技手段运用到社区和居
家养老之中。

渝北区副区长张广莉在座谈会上表示，“智慧社
区老年驿站”课题组选择在渝北区打造智慧养老服务
试点示范平台，既是对渝北区老年工作的肯定，也是
渝北区老年养老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把智慧养老
工作做好，进一步提升老年人的健康幸福指数。力争
把渝北区建成我国西部的智慧养老高地。

“智慧社区老年驿站”项目课题组副组长孙占清
在接受采访时讲到，课题组将通过线上线下多种途
径，对居家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学习娱乐以
及失能老年人的智能家庭照护功能进行调研论证，以
推动智能化、信息化养老服务进社区、进家庭。

中国老年人才信息中心老年驿站课题组重庆负
责人杨秋萍介绍，课题组拟选择在渝北区建立全国首
个“智慧社区老年驿站”，包括建设居家养老智慧管理
平台、呼叫中心、老人餐厅、日间生活照料中心、公共
洗浴间、社区医务室、老年棋牌室、社区购物超市、客
服中心等系统养老服务平台。建成后，可通过线上线
下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深层次养老服务，创新养老服
务业态。 （记者 程远华）

渝北区拟建

全国首个智慧社区老年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