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疫系统的复杂性一直是制约免

疫疾病机理研究、免疫靶点发现、免疫

药物设计的核心挑战，而肿瘤、自身免

疫疾病等多种不同疾病在免疫机理上

的相通性、多种免疫细胞的逻辑关联

性，又让行业对融合大规模免疫图谱、

建模复杂免疫系统有良好的期待。”近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董晨表示，如果将

人类最强大脑和最强的运算机器、算法

集合在一起，一定会成功解码免疫、解

码疾病、解码人体。

图谱是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时代

研究复杂问题的新范式，通过将原本散

落在不同研究、实验、专家的知识汇集起

来，并基于人工智能算法进行误差消除、

去重去歧，形成统一的知识体系。图谱可

以有效地将多次重复的“大海捞针”，变

成群策群力的“按图索骥”，大大提高了

知识、金融等领域的决策效率。

近年来，图谱热潮开始逐渐进入生

命科学领域。而生物问题的复杂度、异

构性恰恰是图谱技术的用武之地。

但生命科学行业的高质量数据稀

缺、结构化数据少、数据生产和处理成

本高昂、数据批次效应和误差带来的

数据融合阻碍、关系抽提需要的庞大生

物计算和专业实验验证能力等问题，使

得生命科学图谱较之其他行业的图谱

仍然规模偏小，主流规模一般在数亿到

数十亿的关系级别。

为此，在 2021年 5月举办的首届

中国生物计算大会上，百图生科发起设

立了“免疫图谱卓越计划”，希望基于

其自身的底层 A I能力、高通量生物实

验能力，与国内外的免疫研究专家、药

物开发专家、临床专家共同开展一批免

疫图谱相关的研究项目，联合打造国际

领先的“免疫图谱”。

近日，记者在 2022中国医院协会

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管理专业委员会

学术年会上获悉，百图生科的免疫图谱

已经记录了 12.6亿种不同细胞和蛋白

质之间的 1802亿种关系，对免疫相关

的互作关系和调控网络进行了深度的

刻画，成为世界最大免疫图谱。这将为

免疫相关疾病的全新靶点发现和药物

设计带来关键的能力支撑。

“尝试解码人体复杂的免疫系统，

并试图按照这个逻辑来治病救人。这

是一次前无古人的进军。”董晨说。

据了解，上述免疫图谱是以自主开

发的先进生物计算引擎、从海量公开数

据中提取知识作为底层基础，基于百度

云底层能力所建设的大规模生物超算

中心，利用搜索引擎级别的技术架构，

实现了对行业数据的全量抓取、对论文

等非结构化数据的知识提取、对大规模

生物信息的高速计算和降噪处理，构建

了大规模的基础图谱。

在此基础上，百图生科通过自建的

细胞视觉、基因编辑、蛋白质互作筛选

和读写等高通量实验能力，在湿实验

中进行查漏补缺、歧义消除、实验验

证，进一步提升了对不同来源的公开

数据的融合和推理效果，产生了大量新

增的免疫调控和蛋白质关系。

目前，食管鳞癌的治疗方法非常有

限，免疫治疗是近 20年来食管癌领域最

为重要的突破，已成为食管癌一线治疗中

不可或缺的选择。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

医院副院长、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芝华

教授介绍，他们将充分考虑亚洲食管鳞癌

患者的特点差异和既往治疗的倾向性，并

试图通过“免疫图谱卓越计划”为国人定

制更加贴合本土临床实践的“中国方案”，

以期更有效地提升药物反应率和延长存

活时间，更好地指导我国食管癌的临床实

践，同时为开发具有全新免疫调控机制的

创新药物奠定基础。

自身免疫病发病率高、致残率高、

治疗费用高，导致这三高的根本原因是

多数自身免疫病的致病机理不清。因

此，致病机理的剖析将为早期诊断和新

的治疗靶点发现，乃至最终战胜该类疾

病起到关键性推动作用。目前，中华医

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徐沪济

教授的团队通过百图生科的免疫图谱

和单细胞分析平台，已经取得了一些新

的关键线索。

此外，围绕“类风湿关节炎”这一难

题，北京大学临床免疫中心主任栗占国

教授立足免疫图谱，特别是在多组学数

据分析、系统性关联挖掘方面，致力于

系统性、多角度地回答类风湿关节炎与

肠道微生物的关联，这对其疾病机制的

理解、诊断和免疫治疗都有重要价值。

据悉，上述“免疫图谱卓越计划”将继

续升级，面向更多领域的免疫研究者，

利用百图生科生物计算引擎的更多能

力———包括免疫图谱分析平台、单细胞

分析平台、组织特异性靶点研究平台和

免疫功能靶点研究平台等能力，全力助

推免疫疾病靶点的挖掘、验证、分析工

作，后续提供百图生科生物计算引擎的

大分子药物设计平台，为所发现靶点的

快速药物设计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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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谱“解码”复杂免疫系统

近日，记者从 2022北京国际胸外

科论坛暨第六届中意胸外科微创论坛

获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张

毅教授团队与其他团队的联合科研成

果———肺癌临床智能辅助决策系统

（Sm artC D S for Lung C ancer）正式

发布。该系统旨在以 A I助力专家资源

共享，以算法、技术、经验搭建医疗互

联互通新生态，共同打造肺癌患者诊疗

新体验。

在我国，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占所

有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首位，分别为

17.9%和 23.8%，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在诊治上，由于各地区医疗服务

水平发展不平衡，肿瘤患者治疗呈现明

显的向大医院、名专家聚集趋势，大医院

人满为患、一号难求的现象尤为普遍。

目前，肺癌诊治普遍以指南作为依

据，但专家经验在个体化治疗上也有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沉淀大型医院

的肺癌专业经验，充分发挥辐射和带动

作用，推动诊疗规范化建设，提升县域

医疗服务水平，这正是张毅团队开展该

项科研合作的初衷。

Sm artC D S for Lung C ancer 由

宣武医院胸外科提供诊疗经验和典型

的先进方案，由百洋智能科技提供大数

据及算法能力，通过获取肺癌诊疗中的

个性化重要指标、对宣武医院医生临床

实践以及专家经验不断学习，结合指南

不断完善，从而实现基于专家经验、多

指南、真实世界数据三大引擎的肺癌诊

疗建议。

该系统技术负责人吴一多介绍，

“这正是 Sm artC D S for Lung C ancer

与常见的肿瘤决策系统的区别，通过提

炼专家经验使其成为知识图谱，模拟推

导基于专家经验的诊疗方案；同时系统

具有持续自学习能力，通过源源不断的

数据汲取提升方案推导的准确性。以人

工智能赋能循证医学，以指南保证诊疗

规范性，以专家经验提升诊疗多样性。”

谈 到 Sm artC D S for Lung

C ancer系统在市县级医院的应用，张

毅表示，医生可查看该系统根据患者个

体情况推导的各类治疗方案，还可针对

方案发起远程会诊，由双方医生对方案

制定的原因进行深度解读和探讨。

在谈及这一联合科研成果时，张毅

说：“推行、落实分级诊疗制度，提升肿

瘤治疗规范化，提升医疗质量同质化，

加快县域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

的大政方针。我们希望借助人工智能

技术，传递大型医院的临床诊疗经验，

促进县域医院的肿瘤水平建设，满足

人民群众获得更好治疗的愿望。”

新款肺癌临床智能辅助决策系统发布
因 本报记者 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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