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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恶性肿瘤是一种临床上常见、高发、难早期诊断、难治愈的慢性疾病，已成为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问
题。
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报告，2002年全球癌症新发病例为1 090万，死亡病例为670万，现患病
例为2 460万。
癌症发病人数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发病及死亡人数与l0年前相比分别增长了24.7％和19.2％。
预计到2020年全球将有2 000万癌症新发病例，死亡病例将达1200万。
我国卫生部2007年公布的数据表明，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已跃居首位。
近二十年来，肿瘤分子生物学飞速发展，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上皮内瘤变、原位癌、
浸润性癌、局部复发和远处转移等，都证实与复杂的分子生物学变化密切相关。
目前已经明确，肿瘤是一种后天获得性的分子遗传病，如果能从肿瘤发生的分子水平来修复和调节细
胞的生长，则有可能彻底治愈肿瘤。
由于肿瘤分子生物学的迅猛发展，临床上越来越推崇循证医学，临床肿瘤诊断、治疗方法的改进已越
来越依据基础研究成果。
在肿瘤的临床诊断方面，分子影像学的发展、特异性和敏感性高的肿瘤标志物的发现和基因诊断等，
对肿瘤的诊断提供了新的方法，对肿瘤的预防、治疗和预后判断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临床实践中，肿瘤的主要治疗手段的改进如术式的改变、新药的研制与应用、新治疗方案的制定与实
施，均建立在肿瘤分子生物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肿瘤是多因素、多阶段演变的结果，在现有研究成果无法提供肿瘤治愈方法的前提下，政府引导、企
业协助，促使肿瘤的基础研究向临床应用研究转型。
临床也需要依据临床肿瘤学在分子层面发生的事件，由此推动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发展。
我们于2006年在东南大学医学院创设了《临床分子肿瘤学》这门课程，将基础研究与临床诊治有机地
结合起来，在国内医药院校属首次开课。
由于教学的需要，我们编撰了本书作为教材，从临床肿瘤学角度剖析临床肿瘤诊断及治疗的分子基础
、演变的分子依据和具有临床应用前景的进展方向。
本书共分为二十五章。
第一章介绍了临床肿瘤诊断、治疗涉及的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阐明分子肿瘤学的发展是临
床肿瘤学新观念、新思路、提高疗效和患者生存质量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章至第六章介绍了临床肿瘤诊断研究领域的基础内容，包括分子影像学、病理诊断、核医学诊断
的现状和研究进展。
第七章至第二十四章着重介绍了临床上常见各种肿瘤治疗手段，包括肿瘤的外科治疗、内科治疗的分
子基础、肿瘤药物治疗的靶点选择和治疗疗效、内分泌治疗、抗血管治疗、逆转多药耐药治疗、造血
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中医药治疗、生物治疗、核医学治疗、热物理治疗、放射治疗、放疗技术、
辐射修复剂的研究和多学科综合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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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涉及临床上肿瘤诊断及治疗两方面的内容，共分为二十五章，介绍了临床诊断、治疗手段涉
及的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现状和趋势，阐明肿瘤的研究及治疗进入分子领域是临床医学新观念、新思路
、提高疗效和患者生存质量的前提与基础。
力求触及临床分子肿瘤学的前沿，系统介绍临床分子肿瘤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为满足研究生科研的需要，各章节后附大量的最新参考文献，以便于学生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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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新臣，1968年5月出生。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副主任医师0江苏省“十一·五”“科教兴卫工程”医学重点人才。
2002年7月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青年科
技奖”。
现任东南大学肿瘤研究所副所长、东南大学中大医院放疗科主任。
    
    主要从事分子肿瘤学、分子药理学、放射生物学和临床放射肿瘤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在细胞周期调
控剂增加放射线敏感性、同步放化疗肿瘤的机制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先后主持了包括江苏省自然基金前期预演项目“预测非小细胞肺癌敏感性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BK2005203）”在内的省部级和市级课题8项，立项基金100余万元。

    近年来先嚣在国内外主要杂志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50余篇，参与著书5部。
已面向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主讲课程《临床分子肿瘤学》、《临床肿瘤学》两课程。
兼任《医学研究生学报》、《临床肿瘤学杂志》编委、《东南大学学报（医学版）》、《现代医学》
杂志审稿人。
兼任：中国抗癌学会抗肿瘤药物委员会委员、中国肿瘤药理与化疗专业学会委员、中国生医学会肿瘤
靶向治疗学会常务委员、江苏省核学会理事、江苏省放射治疗学会委员、江苏雀鼻咽癌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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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动物实验疗效评价体外活性检测（初筛）阳性结果为进一步筛选提供线索，动物体内实
验疗效和毒性确定才能进一步确认药物的有效性。
因为动物体内实验反映药物的疗效与毒性多个方面，决定了是任何体外检测方法与模型所不能替代的
。
因此无论以前采用何种分子靶点和相应的检测方法进行初筛的，都必须要经过动物实验后才能进行疗
效评价。
目前肿瘤化疗所应用的大多数药物，都经动物移植性肿瘤试验而被发现，因此它是筛选抗肿瘤新药中
最常用的模型。
大多数选择小鼠或大鼠移植，白血病L1210，白血病P388，结肠癌26，黑色素瘤B16，Lewis肺癌等属于
纯系小鼠的移植性瘤株。
艾氏腹水癌，肉瘤180，肝癌22等属于移植于非纯系小鼠的。
动物移植性肿瘤模型的作用在于综合反映疗效与毒性，用于预报筛选样品的潜在治疗效果。
由于缺乏特异性，它不能预报对特定类型肿瘤的治疗效果。
例如，在动物移植性结肠癌有显效的药物，不一定表明临床临床应用对结肠癌有效。
①动物移植性肿瘤：目前肿瘤化疗所应用的大多数药物，都经动物移植性肿瘤试验而被发现，因此它
是筛选抗肿瘤新药中最常用的模型。
大多数选择小鼠或大鼠移植，白血病u210，白血病P388，结肠癌26，黑色素瘤B16，Lewis肺癌等属于
纯系小鼠的移植性瘤株。
艾氏腹水癌，肉瘤180，肝癌22等属于移植于非纯系小鼠的。
动物移植性肿瘤模型的作用在于综合反映疗效与毒性，用于预报筛选样品的潜在治疗效果。
由于缺乏特异性，它不能预报对特定类型肿瘤的治疗效果。
例如，在动物移植性结肠癌有显效的药物，不一定表明临床临床应用对结肠癌有效。
②人体肿瘤异种移植模型：将人体肿瘤移植于免疫缺陷动物，因能保持其生物学性，用于研究人体肿
瘤对药物的敏感性有较大的帮助，当前日益受到多方面的重视。
近些年来将人体肿瘤移植于免疫缺陷动物或无毛无胸腺小鼠（裸鼠），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故美国国
立癌症研究所（NCI）于1977年已提出包括人体肿瘤移植于裸鼠的二筛实验模型。
异种移植的特点在于一般保持原肿瘤的结构、细胞形态与分子特征。
如与用人肿瘤细胞系的细胞接种于裸鼠相比，后者组织学形态趋于低分化，其药物敏感性也较差。
而且在于临床治疗的比较研究得出，药物治疗效果的相关性显著，具有预报药物临床疗效的较好准确
性。
应特别注意的是在研究靶特异性药物和单克隆抗体靶向药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③特殊的肿瘤模型：特殊的肿瘤模型如病毒诱发性小鼠白血病、乳腺癌，化学致癌物诱发的乳腺癌、
纤维肉瘤等也同样被用于抗肿瘤药物的筛选。
新的研究显示转基因小鼠模型也被用于抗肿瘤药物研究。
5.抗肿瘤药物的研究趋向肿瘤的治疗的效果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仍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因此，必须
继续寻找新的有效的抗肿瘤药物。
随着功能基因组学（functional genomics）和功能蛋白质组学（functional proteomics）领域的不断发展
，对肿瘤的不断认识，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治疗靶点。
而新兴的分子治疗学的进展将不断地促进分子靶向药物的研发和应用。
下面将抗肿瘤新药的主要研究的趋向总结如下：（1）药物来源的多样化由于药物筛选需要的样品数
量较大，而且要求在化学结构方面的多样性，因此，样品来源的多样化的多样性显的非常重要。
选择的来源可是学合成的化合物，微生物、植物、海洋生物来源的物质以及生物技术制品（如抗体）
。
（2）药物靶点的多样化肿瘤自身的生长和肿瘤生长的环境因素均可为药物治疗的靶点。
分子靶点的多元性可为我们提供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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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制靶向性药物靶特异性药物的高效性和低毒性的特点，促进了包括抗体药物和针对特定分子
靶点的小分子抑制剂的研发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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