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日前，由中科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健康与医学技术研究所刘

青松药学团队自主研发的 1 类新药

TR115 和 TR64，同日获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批准开展针对非

霍奇金性淋巴瘤和晚期恶性实体瘤的

临床试验。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发布的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约

占全球新发癌症病例的 23%、癌症死亡

病例的 30%。此外，全世界约 50%的肝

癌、食管癌、胃癌和 1/3 以上的肺癌新

发病例在中国。今年 2月，国家癌症中

心发布的最新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

也表明，我国整体癌症粗发病和粗死

亡率仍持续上升。

刘青松药学团队自主研发的

TR115 和 TR64 分别是非霍奇金性淋

巴瘤和晚期恶性实体瘤的全新靶向抗

肿瘤小分子药物。TR64为双靶点激酶

抑制剂，通过直接抑制肿瘤生长和调

控肿瘤微环境产生双重作用，在肝癌、

乳腺癌、胃肠间质瘤等多种恶性实体

瘤模型上展示出了强烈的抑瘤作用，

有望成为治疗结直肠癌、肝癌、乳腺癌

等的新一代靶向治疗药物。

TR115 为表观遗传学靶点的高活

性高选择性新型小分子抑制剂。临床

前研究结果表明，TR115 可显著抑制

相关肿瘤细胞的增殖，同时具有良好

的药代动力学特性和安全窗口，并且

能剂量依赖性地抑制肿瘤生长，有望

成为治疗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卵

巢癌等的新一代靶向治疗药物。

（王敏）

两个 1类抗肿瘤新药获批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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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互联网 +”为健康中国插上翅膀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给人们生产生

活带来深刻变化，互联网技术与医疗健

康的融合发展日新月异，为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我们

要抓住机遇、守正创新、乘势而上，让

‘互联网 +’为健康中国插上翅膀，推进

更多便民惠民的健康服务，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健康获得感。”近日，在第九

届互联网 + 健康中国大会上，国家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健康中国行动推进

办主任于学军在书面致辞中表示。

当今世界，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

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兴起，互联网日益成

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我国是

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互联网上

网人数已达到 10.3亿人。

为此，与会专家围绕此次大会主题

“智慧赋能健康，科技引领发展”展开

讨论，以期借助互联网的优势，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

互联网“盘活”医疗工作

“要将数字技术与系统思维贯穿到

健康中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全过程，充

分发挥信息化在卫生健康工作中的支

撑引领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

司长、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毛群安表示。

近年来，我国卫生健康领域在信息

化建设方面进行了顶层设计，注重基础

平台建设，国家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省

级统筹区域平台不断完善，并实现了各

级平台的联通全覆盖。同时，集中建设

全员人口信息、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特

别在医疗服务环节，线上服务取得了快

速发展。

以陕西省为例，截至 2021年底，陕

西省基本完成了全省统筹规划的 37个

卫生健康系统的信息化业务建设项

目，与国家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了

数据交换与共享。三级公立医院门诊

预约诊疗率高于全国 5.24%的增长率。

目前陕西省有 6 家三级甲等医院开设

了互联网医院，互联网诊疗服务纳入

了医保报销范围。

“我们还将积极推动全省医疗健

康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使

医疗服务供给更加优化可及，更加智

慧精准，医患关系也更加和谐融洽。”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视员于春

富说。

科技创新为医疗提质增效

“不良生活方式给公众健康带来的

挑战日益严峻。”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院长

胡盛寿院士介绍，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于 2016年成立了健康生活方式医学中

心。该中心既是心脏康复中心、健康教

育中心，也是健康管理中心和社区防

治中心。

“我们希望能通过互联网、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技术使健康生活方式真正

走近中国百姓。具体而言就是要在院

外对人群生活方式进行监测、管理和

反馈，使最优临床决策构建于互联网

大数据之上，依赖可穿戴技术和个人

终端建立干预技术体系。同时，借助数

字化健康服务和智能化健康解决方

案，打造预防、诊断、治疗、康复一体的

‘互联网 + 疾病管

理’模式，真正惠

及广大群众。”胡

盛寿说。

此外，西安交

通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也在推进“互联

网＋”、智慧医疗等

方面进行了大量探

索。据该院党委书

记马辛格介绍，2018 年 7 月该医院推

出互联网医院诊疗平台———智慧好医

院 App，将就医全流程“搬”上互联网，

通过开展“在线咨询、互联网问诊、送

药到家、医技预约、病历邮寄”等服务

让患者分享“互联网 +”的时代红利，足

不出户即可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极大

改善了患者的就医流程和就医体验。

“医工交叉”助燃医学发展

“我们独具特色的科技创新工作分

为两大体系：一是夯基垒台，具体来说

是指学科布局、平台建设、人才培养，

这些工作在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方面

都能发挥重大作用；另一个是立柱架

梁，其中包含新技术培养管理体系、临

床研究体系、成果转化体系、医工结合

体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

嘉院士介绍，通过强化这两大体系的建

设，医院产出了一大批技术、药物、器

械设备等创新成果，在将高质量创新成

果应用于临床惠及患者的同时，提升生

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水平。

近日，中山医院首家国家医学中心

建设正式启动，重点围绕我国人群疾病

相关的重大疾病防治问题开展“卡脖

子”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医学产业发

展，培养一批领军和高水平医学人才，

推动一批临床研究成果转化，促进一批

创新药医疗器械临床试验和市场应用，

形成一批符合我国人群疾病特点的重

大疾病防治解决方案。”樊嘉介绍。

“医工交叉的发展趋势是通过医、

信、管的深度交叉融合，在人工智能

诊断、手术机器人、3D 打印、大数据

等方面取得快速进展。但在实施层面

还面临建立深入融合难、形成交叉文

化难、交叉人才培养难和成果转化转

移难等问题。”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吕毅

指出，“医工交叉”是未来医学发展的

增长点。

此外，会上还举办了健康报社与西

安交大一附院框架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发布了健康中国行动专网传播突出贡

献机构和健康中国医者先行案例征集

活动优秀案例。据悉，此次大会由健康

报社联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在北京市、陕西省西安市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大会现场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