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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数字化技术和人工智能

（AI）等智慧医疗手段在头颈部肿瘤的

早期筛查与诊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

角色。未来，我们应继续聚焦精准医

学、AI与大数据深度融合，同时加强国

际合作交流，不断提升具有中国特色

的头颈部肿瘤诊疗水平。”近日，中国

科学院院士张志愿接受《医学科学报》

采访时表示。

头颈部肿瘤是常见的恶性肿瘤类

型，其病理机制复杂且临床表现多样，

常导致患者生理功能障碍及外貌改

变，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为进一步提升头颈部肿瘤诊断水平，

张志愿认为，需将传统的影像学检测、病

理学评估与超声内镜、分子生物学前沿技

术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创新方法进行

交叉融合，共同构建出一个多元化、高精

度的头颈部肿瘤筛查诊断体系。

外科手术治疗依然是首选

头颈部肿瘤主要起源于口腔、咽

喉的黏膜上皮，所包含的病种纷繁复

杂，其范围包括口咽癌、喉癌、下咽癌、

鼻咽癌和唾液腺癌等。

据 2022 年全球癌症统计数据显

示，头颈部肿瘤是全球排名第六位的常

见恶性肿瘤。2022年我国新增头颈部鳞

状细胞癌（HNSCC）患者约 14万。

头颈部肿瘤主要治疗方法是外科手

术。然而，传统的开放手术会在患者头面

部留下不可消除的瘢痕甚至造成重要缺

损，严重影响患者外观及器官功能。

因此，如何在肿瘤根治、功能保留

和美观需求之间寻求平衡是头颈部肿

瘤在外科诊治领域面临的核心挑战。

微创手术技术在头颈部肿瘤治疗

中的推广应用，一系列创新手术入路

显著提升了手术切除的彻底性，同时

兼顾了器官功能与美观性。

比如，腋窝入路颌下腺肿瘤切除

术在肿瘤根治的同时，还能更好地兼

顾患者的外观及功能。经口入路可减

少血管、神经的损伤，减小手术创伤，

提供更好的器官功能保护。

“随着微创外科技术、功能保留理

念及智能数字化诊疗技术的不断进

步，头颈部肿瘤治疗正迈向精准、微

创、个体化方向。”张志愿表示，国产大

型医疗设备的不断研发和临床应用推

广，使国产化机器人辅助头颈部肿瘤

手术开展日益增多，提升了患者的治

疗效果和生存质量。

放化疗与免疫“联手出击”

然而，对于存在绝对或相对手术

禁忌证的患者，局部放疗可能成为一

种潜在有效的替代治疗方案。

比如，在局部晚期头颈鳞状细胞

癌（HNSCC）治疗中，根治术联合术后

放疗或同步放化疗已成为标准的治疗

方案。

近年来，强度调控放射治疗

（IMRT）与质子放疗（PBT）凭借其优

势为头颈部肿瘤患者治疗带来了新希

望。IMRT通过精确调控剂量分布，聚

焦肿瘤区域，可保护周围正常组织，减

少不良反应。PBT利用质子布拉格峰

效应，高精度递送剂量至肿瘤部位，从

而减少邻近器官辐射暴露，更适合年

轻患者及复杂病例。

“联合应用 IMRT与 PBT可进一步

提升治疗精确度与安全性，优化治疗效

果，减少健康组织损伤，逐渐成为头颈部

肿瘤治疗的重要发展方向。”张志愿说。

此外，新辅助治疗（或诱导治疗）在

治疗 HNSCC 方面也成为目前临床转

化研究的焦点。对于可切除病灶，新辅

助治疗有助于保留重要器官；而对于不

可切除或肿瘤广泛累及的病例，则可降

低肿瘤负荷、减少远处转移、提高患者

的生存率。

需要指出的是，免疫治疗在头颈

部恶性肿瘤治疗中也取得了重要进

展，其与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等联合

应用提高了响应率和生存率。

张志愿表示，上述研究结果为改善

患者预后带来了新的希望，但仍需开展大

规模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疗效和安全性。

未来，免疫联合治疗的持续优化将为头颈

部肿瘤患者带来更多福音。

倡导多学科规范化诊疗

采访中，张志愿特别强调多学科

规范化诊疗在头颈部肿瘤治疗中的

重要作用。他指出，为了提升头颈部

肿瘤的治疗效果，亟须加强各科室之

间的联系，打破专业间的壁垒，实现

深度的合作与优势资源的整合，有效

减少误诊误治，从而显著缩短患者的

诊疗周期。

此外，头颈部肿瘤数字化外科技

术凭借精准性、微创性和个性化的特

点，已广泛应用于术后修复、正颌外

科、颌面部创伤管理以及颞下颌关节

疾病的治疗。

此前，他带领团队开展的对照研

究已经证实数字外科技术的综合应用

在肿瘤切除后头颈部重建的临床实践

中的可行性。其不仅可以提高手术修

复的准确性，减少手术并发症，更好地

留存和改善患者的饮食和语言功能，

还能减少住院时间，有利于医患沟通，

提高了患者满意度。

“AI技术的融入，标志着‘数智化’

头颈外科新时代的到来。AI在疾病诊

断中的广泛应用，特别是在肿瘤临床

与病理诊断方面，展现出了卓越性

能。”张志愿建议在治疗过程中，还要

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结合现代西医

精准手段，进而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然而，考虑到AI技术尚处于发展初

期，张志愿认为，仍需建立行业标准与伦

理框架，引导新兴技术健康有序发展。

“未来，我们还应该继续开展头颈

部肿瘤的高质量前瞻性研究，构建标

准化生物样本库和大数据标本库，推

动头颈部肿瘤基础与临床研究的融

合，为新技术的临床转化研究提供支

撑。”张志愿期望，国内头颈部肿瘤研

究能为全球作出更大贡献。

院士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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