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准生
物研发中
心总监姚
超：

实体
肿瘤将是
CAR- T
下一个攻
坚方向

生物医药领域有哪些研究新趋势？对于人
类难以攻克的疾病，目前有哪些新疗法？8月
26日，在第二期“科创中国”重庆双月论坛上，来

自国内生物医药领域的专家学者及医药企业研
发人员围绕“生物医药与融合发展”主题进行了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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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慢阻肺病患病人
数高达1亿，与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病‘等量齐观’，其中
50 岁及以上的患病率高达
15.5%。”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呼
吸病学研究室主任文富强
说，慢阻肺常见死因包括肺
癌、心血管疾病、呼吸疾病等
共患疾病，其中慢阻肺与肺
癌共病率很高，发病密切相
关。有研究表明，慢阻肺患
者罹患肺癌的风险是非慢阻
肺人群的6.35 倍，由此可见
慢阻肺是肺癌发生的高危因
素。此外，合并慢阻肺的肺
癌患者预后更差，有研究数
据显示，3年生存率仅为单纯
肺癌患者的一半。

在慢阻肺与肺癌共病机
制上，他介绍，吸烟是肺癌的
触发因素，香烟烟雾中含有多
种氧化剂、自由基以及40余
种致癌物质，可直接导致支气
管上皮细胞纤毛脱落等，甚至
支气管黏膜上皮癌变。慢性
炎症也参与了慢阻肺及肺癌
发生、发展，并起到了核心作
用。慢性的呼吸道炎症引起
支气管上皮细胞和肺部微环
境的转变，就会形成一个有利
于肿瘤发生的环境。

那么，慢阻肺如何预防治
疗？文富强表示，共患病应按
照常规指南进行治疗，无需改
变治疗方案，戒烟和规范治疗
慢阻肺则可以有效降低合并
肺癌的风险。

慢阻肺、艾滋病、肿瘤有哪些最新治疗方法？

生物医药专家分享前沿技术成果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王丽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王丽）8月26日，在第二期“科创中国”
重庆双月论坛上，川渝两地高校、企业、
医疗机构等签署多项生物医药合作协
议，将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加快
推动成渝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重庆海吉亚肿瘤医院张献全教授
团队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文富强教授
团队签署了共建川渝肿瘤协同创新中
心重庆研究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
项目合作及成果转化、共同举办行业
及学术高端论坛、人才交流培养等多
方面开展合作，逐步实现人才聚集、知
识聚集、技术聚集和成果聚集。

重庆国际生物城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与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签署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建成渝药物
制造工程研究中心，针对原料药、药物
中间体及高端新型制剂开展技术攻关
和产业转化。探索设立华西药学院重
庆国际生物城分院，或联合申报共建
生物医药创新研究实验室、创新成果
转化中心等平台，积极探索高端人才

“双聘”，成立专家库或在重庆国际生
物城设立专家工作站，为生物医药研
究提供智力支持。

重庆国际生物城还与重庆药学
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
生物医药产业创新服务站，发挥学会
会员单位人才、技术等科技资源优

势，鼓励其会员单位科研成果在重庆
国际生物城落地转化，为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提供精准化、定制化、套餐式
科技服务。

此外，川渝药食真菌资源开发中
心、重庆市生物医药“两学一产”联合
体正式授牌成立。其中，川渝药食真
菌资源开发中心旨在联合川渝资源，
积极发展现代中医药产业，提升药食
同源生物医药研发和生产服务能
力。重庆市生物医药“两学一产”联
合体旨在发挥学会、高校的资源优
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打通学
会、高校和企业的沟通渠道，实现资
源共享和互利合作。

川渝两地再添多项生物医药合作
新闻纵深

“近年来，抗体药物发展
迅速，截至今年4月，全球已
经累计批准92款抗体药物上
市。”重庆智翔金泰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刘志刚
介绍。

一组数据可以说明抗体
药物的发展势头：2019年全
球抗体药物市场规模超过了
1400亿美元，当年销售额排
名前100的药物中，抗体药物
有 26 个品种，销售额占比
34%。

近10年来，全球医药巨
头都在抗体药物领域重点布
局，不过研究方向逐渐在从
单特异抗体（简称单抗）转向
双特异抗体（双抗）上。

“实际上，早在1960年，
双特异性抗体概念就被首次
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快速
发展。”他表示，这主要是因
为双特异性抗体是一种人工

制作出来的可以结合两种不
同抗原的特殊抗体，它的发
展高度依赖于基因工程的发
展。随着上世纪90年代基因
工程逐渐发展，它才发展起
来，并且逐渐找到自己的有
效应用场景。

为什么会从单抗转向双
抗？在他看来，这是一个“1+
1<2”的问题，也就是说，两个
单抗联合起来，对肿瘤的抑制
作用达不到双抗的效果。为
此，业界也认为双抗将在未来
的肿瘤治疗中大放异彩。

当然，双抗开发中也还
面临不少挑战。比如，临床
研究数据显示，双抗在血液
肿瘤治疗中疗效比较显著，
但对实体肿瘤并无明显疗
效，另外还可能存在肿瘤复
发的问题。“双抗用于实体
肿瘤治疗的研究，还任重而
道远。”

“CAR-T 细胞疗法被
誉为人类目前最有希望攻克
肿瘤的创新疗法之一，国际
生物医药巨头都争相展开研
究。”重庆精准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下称精准生物）研
发中心总监姚超表示。

CAR-T 细胞，全称为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打个
比方说，如果T细胞是一支

“普通部队”，那么 CAR-T
细胞就是一支装有 GPS 的

“特种部队”，能够精准定位
到肿瘤细胞的位置，并将

“敌军”歼灭，实现对患者的
靶向治疗。

2017年8月和10月，全
球第一款和第二款CAR-T
治疗产品相继在美国获批上
市，在全球业界引起轰动。然
而，分别高达47.5万美元和

37.3万美元的售价，让人们觉
得“并不美丽”。“我们的目标，
就是把产品价格做到国外产
品的1/20，让国人都用得起
这样的创新疗法。”他表示。

经过多年的自主研发，今
年 2 月，精准生物的两项
CAT-T临床试验申请获得
受理，目前已经进入一期临床
试验。

“ 此 前 ，我 们 已 经 在
CAR-T细胞治疗血液肿瘤
方面取得很好的疗效，实体
肿瘤将是CAR-T下一个攻
坚方向。”姚超表示，目前，
通过高通量筛选，他们已经
找到最好的治疗实体肿瘤
的 CAR-T 细胞，率先在肠
癌肝转移患者身上进行临
床试验，患者病情得到了很
大改善。

“治疗艾滋病是人类面
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复旦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朱焕章教授介
绍，艾滋病引起医学界和社
会的广泛重视，随着“鸡尾酒
疗法”的开发和推广，艾滋病
患者的健康状态及寿命得到
显著改善与提高。

所谓“鸡尾酒疗法”，其
本质在于通过长期服用混合
的抗艾药物，让艾滋病病毒
不再“兴风作浪”，让艾滋病
从无药可医的致死病，转变
为可被控制的慢性病。

“著名的‘柏林病人’和
‘伦敦病人’通过骨髓移植

的方法成功治愈艾滋病，当
年引起全球轰动，但骨髓移
植方法无法推广。”他坦言，
这是因为存在风险大、费用
高，必须骨髓配型完全吻合
等问题。随着基因技术的
发展，基因时代的来临，基
因编辑治疗成为治疗艾滋
病的新途径。

2019年 9月，中国科学
家完成了世界首例基于基因
编辑干细胞治疗艾滋病和白
血病的消息一经发布，引发
全球关注，也让很多患者燃
起了新的希望：人类利用基
因编辑技术，在未来离功能
性治愈艾滋病将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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