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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旸：守护皮肤淋巴瘤患者的生命之光

从微不足道的淡红色或白色斑

片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斑片逐渐

扩大，形状各异，逐渐增厚。肿瘤细胞

开始面目狰狞地向着皮肤深层进军，

并悄悄侵犯到患者的淋巴结、外周

血。在这场悄无声息的战争中，未能

得到及时诊治的患者，身体屏障就像

残垣断壁的城墙，被瘤体疯狂而隐秘

地摧毁。

这就是皮肤淋巴瘤，一个充满挑

战又罕见的疾病，也是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皮肤科主任汪旸教授一直深耕

的领域。

“在临床中，皮疹可以表现为皮肤

的红斑、斑块和肿瘤，但我更想知道是

什么病理机制导致皮肤中的淋巴细胞

发生了恶变。”汪旸说。

懂病理的临床医生

在高考志愿表上，汪旸的每一个选

项中都写上了医学院校。“大概从幼儿

园开始就想学医，我的父母都是医生，

记得小学一年级时，妈妈去陕北下乡，

有很多当地的老乡都非常感谢她，这

对我是很大的触动。”

“能够考入北医，我觉得很幸运。”

2000 年，汪旸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临

床医学七年制，开启了她的医学之路。

“当时之所以会选择皮肤科，也是机缘

巧合。”被分配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实

习的汪旸深受皮肤科浓厚学术氛围的

吸引，在导师涂平教授的指导下，推开

了皮肤病理研究工作的大门。“皮肤病

理能够让我从更深的维度去认识疾病，

除了临床表现以外，可以进一步深层次

地认识疾病本质。”

北医本硕的学习历练，让汪旸成长

为一名优秀的医学生。在博士阶段，她

得到了加拿大 UBC 大学皮肤科联合

培养的名额，正式开始了皮肤肿瘤的临

床和研究工作。“我当时选择了皮肤淋

巴瘤这一皮肤病的疑难重症作为研究

攻克的方向。”2009 年回国后，汪旸开

始建立皮肤淋巴瘤专业门诊和皮肤淋

巴瘤专病队列，对这一类罕见疾病进行

深入系统的临床总结和长期系统的随

访与管理，并于 2020年牵头建立了全

国多中心的皮肤淋巴瘤诊疗协作网，

目前这一队列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皮

肤淋巴瘤患者队列。经过十余年的长

期坚持随访，汪旸教授团队在 2023年

发表了首个中国人群皮肤 T 细胞淋巴

瘤的 5年生存率和预后因素的研究，填

补了我国在这一疾病领域的空白。

从“伟大的模仿者”
魔爪中拯救生命

皮肤淋巴瘤是一种罕见病，起初汪

旸也遇到过很大的困难，“我查不到中

国人群的流行病学数据，更不要说根

据患者不同临床特征的预后分层数据

了”。在导师涂平教授的支持下，汪旸

2009 年着手建立皮肤淋巴瘤的专病队

列。“一开始我是特别绝望的。”在汪旸

录入第一位患者的两个月后，她才等到

前来就医的第二位患者。“当时已经没

有信心做下去了，按照这个收集速度，

10年只能收录 60 名患者信息，这是远

远不够的。”

一度想要放弃的汪旸在前辈老师

们的鼓励下，选择将这件看似毫无希望

的事情坚持下去。从心理预期的 10年

60 例患者，到目前的单中心 1000 例患

者，汪旸将皮肤淋巴瘤的队列发展壮

大，并建立了全国多中心队列。2016

年，汪旸团队加入了国际皮肤淋巴瘤组

织，作为其中唯一的中国团队，协力共

建全球前瞻性队列。

皮肤淋巴瘤非常罕见，教科书上把

它称为“伟大的模仿者”。早期患者表

现为皮肤的红斑和斑片，与炎症性皮

肤病非常相近，一旦没有及时发现，疾

病进展为恶性之后，就会出现全身肿

块和溃疡，侵犯到患者的内脏，严重降

低患者的生存质量。

“我接触的患者中，90%曾经被误

诊为炎症性皮肤病或湿疹，一旦进展

到晚期，患者的预后是非常差的。”汪

旸在加拿大交流学习的过程中，她所

在实验室攻关发现皮肤 T 细胞淋巴

瘤早期诊断的分子标志物 TOX。“我

们自己设计了探针，这个标志物已经

被皮肤科教科书收录，也有很多研究

在使用。”

但汪旸并没有止步于此。从临床问

题出发，汪旸带领团队在皮肤淋巴瘤的

发病机制方面攻坚克难，先后阐明了多

个关键分子在疾病进展中的作用，并发

现了造成皮肤 T 细胞淋巴瘤预后不良

的大细胞转化的分子机制。同时，她的

团队也发现了导致皮肤 T细胞淋巴瘤

临床异质性的原因。

学科交叉，挑战临床难题

“病人的诊断是否正确？治疗是

否得当？这都是我们临床医生每天面

临的临床问题。但临床问题不会自动

转化为科学问题，需要经过科研训练

的临床医生才能把日常的临床问题

转化为可以用科学方法解决的科学

问题。

在建立全国最大皮肤淋巴瘤队

列宝库后，汪旸并没有将自己定位为

临床样本的提供者，她开始挑战这个

领域新的未知，积极寻找学科交叉的

合作者。“自己要全程参与每一项研

究，而不是简单地提供标本、挂个署

名。我要把握课题中的关键科学问

题，对数据必须亲自分析，这样才能

结合临床问题对结果进行解读。在这

个过程中，我们临床医生是不应该缺

席的。”

“我当时看到这个文章非常兴奋。”

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汪旸看到北大

张泽民教授团队发表了基于单细胞测

序平台的第一篇 文章。这项技术

是区分肿瘤性 T 细胞和混杂其中的反

应性 T细胞的一剂良药。“于是我就直

接给张老师写邮件，希望能够进行合

作，很开心能够得到他热情的回复。”

在张泽民教授的邀请下，汪旸来

到实验室，也是在这里认识了任仙文研

究员。“我们先互相介绍，然后聊了各

自的研究方向，彼此对合作都很感兴

趣，刚好我们也是同龄人，几乎是一拍

即合，一起申请了北医 2018年的“医 -

生”交叉种子基金，对皮肤 T 细胞淋巴

瘤的大细胞转化机制进行协同攻关。

汪旸与任仙文在皮肤 T 细胞淋巴瘤大

细胞转化的关键作用及机制方面的研

究成果发表在 。

从被托举到去托举

“2005 年 9 月，我刚进入北大医院

皮肤科，就赶上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

年会，那时候我并没有可以展示的研

究成果，没想到科里的前辈们会让我

去汇报一个疑难病例报告，让我们到

全国的舞台上去展示和锻炼自己。”汪

旸认为，科室的气氛是她能成长起来

的关键。

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汪旸更是在

前辈们的带领下完成了角色转换，她也

担任着研究生班主任和导师的工作。她

非常注重对学生的临床思维和研究能力

的培养。“不管平时怎么忙，我们每周都

要按时开组会，我会亲自和学生讨论课

题，这也是对学生负责。”

“我不会去打击学生对科学研究

的热情，也从来不要求学生在实验室

打卡。”在汪旸眼中，每一个学生都非

常积极进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

潜质。“他们以后都会成为很好的临

床医生，科研成果对他们的职业发展

有很强的推动作用，我希望他们都能

成为优秀的临床科学家。”所以，学生

对科研的好奇心是汪旸最想要培养

和保护的。

从内心出发，搞清楚世界和人体的

运转机制。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好奇

和渴求，一直让汪旸沉下心深耕于皮肤

淋巴瘤疾病诊疗领域。

因孙小婕

汪旸：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皮肤科主任，主任医

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北大 -清华生命科

学联合中心（CLS）研究

员。从事皮肤病理及皮肤

肿瘤、皮肤淋巴瘤的临床

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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