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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报见习记者 赵宇彤

香山科学会议第 次学术讨论会召开

防治重大疾病中医药有“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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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生物打印技术以具有可黏合性和生物相容性的医用高

分子材料、无机材料、水凝胶材料和活细胞等为原材料，与中医

药结合，有望利用中药化学成分实现体外诱导干细胞定向分

化，不仅为 3D 生物打印提供细胞来源，也能打印出与机体正

常器官结构、功能相似的类器官，帮助人类深入探究不同疾病。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希望

大家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互学互鉴，

为中医药治疗重大疾病提出新思想、

做出新探索。”在近日举行的香山科学

会议第 769次学术讨论会上，我国首位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著名

药学家屠呦呦发来书面致辞。

本次香山科学会议上，与会专家聚

焦“中医药突破人类重大疾病治疗的

新认识”，围绕“中医药在重大疾病治

疗中的角色”“中医组方原理对多模态

药物研究开发的指导意义”“中药材生

产标准化规范化”等议题展开交流。

重大疾病治疗需要中医药介入

“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精神疾病等

是死亡率高的重大疾病，占中国每年

死亡总人数的 70%以上。”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研究所研究员谭余庆表示，

“重大疾病的发病机制复杂，均为多因

素、多范围、多方向损伤病人机体，造

成机体的重大损害和人体功能的减

退，甚至缺失。”

目前，重大疾病的治疗手段有限，

治疗效果也没有突破性进展。通过单

一途径、单一靶点、单一模式的药物或

者几种药物联合使用治疗重大疾病，

难以实现根本性的治疗。

谭余庆以肝癌为例介绍，肝癌的发

病因素极为复杂，不仅病因多样，呈现

出多因素、多步骤的过程，而且病理类

型多样，包括肝细胞癌、胆管细胞癌和

混合细胞型肝癌。其生物学行为和治

疗反应各不相同；此外，还存在发病机

制复杂、诊断困难、治疗手段复杂和预

后差等难题。

“肝癌的复杂性带来了较高的危害

性，比如高死亡率、病情进展快、并发症

多等。”谭余庆指出，“尽管目前临床有

一些药物和手段用于治疗这一重大疾

病，但都难以从根本上达到治疗目的。”

在重大疾病的阴影笼罩下，不少人

将目光投向了中医药。

为什么重大疾病治疗还需要中医

药的介入或者补充？在中国医学科学

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齐云看来，

中医药在增效、减毒、新靶点和新成分

发现方面与西医治疗存在高度互补

性，有望对个性化、异质性的重大疾病

进行精准医疗。

“现代西医重‘病’，而中医却重

‘证’，二者相辅相成。”齐云表示，未来

在临床研究中，应当顺应中医药自身

特点，重视其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角

色和地位。

开发多模态药物是关键

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中医药在重大

疾病治疗中的作用？谭余庆提出，开发

多模态药物是关键。

“多模态药物的研究是中医药突破

人类重大疾病治疗瓶颈的关键，它是

一种创新型的药物概念。”谭余庆介

绍，多模态药物由多个明确成分组成，

后者以多种治疗模式整合在一起，组

成一个新的药物递送系统，以达到更

好的治疗效果；多模态药物同时具有

多个靶向目标，通过多条途径，调动体

内多个有利要素成分，从而形成组合

药物；它是从重大疾病成因出发，或者

从重大疾病产生的综合征出发，通过

多途径、多靶点、多因素阻断或对抗发

病的诱导因素，最终治愈该疾病或者

明显降低该疾病诱导的高死亡率的药

物成分群。

同样以肝癌为例，由于患者的个体

差异和肿瘤的异质性，如何提供个性

化治疗方案，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和

生活质量，成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多模态药物能综合运用多种不同

作用机制治疗肝癌，将冷冻消融、射频

消融、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等多种手

段有机结合，共同作用于肿瘤组织，从

多个角度攻击肝癌细胞或肝癌诱导的

综合征，不仅能充分利用不同治疗模

式的优势，弥补单一治疗手段的不足，

还能在不增加创伤和风险的前提下，

实现对肿瘤的精准治疗。

在研究开发多模态药物过程中，从

中药里提取有效单体化合物也是重要

环节。

“单体化合物通常具有更明确的靶

向性和选择性，能够更精准地作用于

疾病相关的生物分子，减少对正常细

胞的损害。”谭余庆表示，许多中药单

体化合物在抗肿瘤方面显示出巨大潜

力，能够调节免疫系统，增强机体的免

疫反应，如雷公藤内酯酮具有免疫抑

制和抗肿瘤的生物活性，可用于治疗

某些类型的癌症。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期待

有更多从中药中提取的有效单体化合

物被应用于重大疾病治疗。它们为疾

病治疗提供了新的可能，助力中医药

的现代化和国际化。”谭余庆说。

数字技术提供研发新手段

近些年，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其与中医药研究的结合也越发紧密。

“人工智能为新药研发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新技术手段，有望应用于药物研

发中的多个场景和阶段，助力提高新药

研发的效率和成功率。”谭余庆介绍称，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分析学习大量中

药复方数据，预测复方的疗效和作用机

制，为新的复方研发提供参考。

同时，利用人工智能的算法和模型

还能筛选分析重要的化学成分，预测

有潜在药用价值的成分，并在已知中

药成分的基础上，优化药物结构，提高

疗效和安全性。

此外，3D生物打印技术、类器官技

术在中医药研究中也有大用途。

据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员赵保胜介

绍，3D生物打印技术以具有可黏合性和

生物相容性的医用高分子材料、无机材

料、水凝胶材料和活细胞等为原材料，与

中医药结合，有望利用中药化学成分实

现体外诱导干细胞定向分化，不仅为 3D

生物打印提供细胞来源，也能打印出与

机体正常器官结构、功能相似的类器官，

帮助人类深入探究不同疾病。

“类器官是利用成体干细胞或多能

干细胞进行体外三维培养而形成的具

有一定空间结构的组织类似物。”北京

中医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黄光瑞

告诉记者，类器官技术可以更有效地

在体外模拟疾病发生机制以及筛选疾

病治疗的新靶点，有望成为自身免疫

性疾病研究的有效工具。

“这些年，类器官在中医药研究中

的应用越来越多，尤其在中医药防治

肿瘤的领域。”然而，在黄光瑞看来，目

前还存在类器官血管化技术不成熟、

体外分化的类器官缺乏免疫细胞等问

题。“类器官芯片或许能为应对以上挑

战带来妥善的解决方案，微流控系统可

以为类器官提供营养物质、促进免疫细

胞循环，更系统、深入地揭示中医药多

组织、多靶点、多通路的药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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