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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洋，著名律师，彭真之

子，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创

始人。1979 年—1987 年在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从事立法工作，

曾任该委员会经济法室副主

任。在此期间，曾参加宪法、刑

法、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涉

外经济合同法、公司法、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 外商投资企业法、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破产

法等 40 余部法律的制定和修

订工作。 1988 年从事律师工作

至今，曾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第三、四、五届副会长。

傅洋先生

为《市场信息报·今日健康》周刊题写刊名

由北京癌症防治学会、CSCO 临床

研究专家委员会、CACA 肿瘤精准治疗

专业委员会、 中国女医师协会临床肿

瘤专业委员会、《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

志》编委会、苏州工业园区康林肿瘤科

技创新研究院共同主办， 中国胃肠肿

瘤临床研究协作组（CGOG）协办，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

所承办的第十四届北京大学消化肿瘤

大会暨中国胃肠肿瘤临床研究协作组

（CGOG）2024 年年会于 6 月 11 日—16

日在北京举行。

本次大会以“创新、共赢、卓越”为

主题，紧跟国际前沿，采用线上与线下

相结合方式， 汇集多位院士及学术领

军专家，立足消化系统肿瘤精准治疗，

聚焦最新研究进展与热点难点。 大会

除了设立专场速递来分享最新学术进

展，还设立了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

肝胆胰肿瘤、神经内分 泌 肿 瘤 、 罕 见

肿瘤 / 罕见突变等专场，此外，进一

步拓宽了精准转化医学 、 细胞免疫

治疗、新药临床研究的研究讨论，为行

业带来最前沿的学术知识及未来研究

趋势展望。

大会主席、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沈

琳教授在欢迎辞中指出， 近年来我国

消化系统肿瘤的基础研究、新药研发、

细胞治疗飞速发展， 但仍有很多没有

解决的临床问题， 期待各位专家就目

前面临的临床瓶颈，深入探讨、畅所欲

言， 更好地指导消化系统肿瘤诊疗的

临床实践， 为各位同道带来一场精彩

的学术盛宴。

北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詹启敏

院士概述了目前我国肿瘤防治所面临

的挑战， 尤其强调我国消化道肿瘤高

居不下的发生率和死亡率， 呼吁科技

创新和国际合作， 以推动消化系统肿

瘤诊疗进步，实现“健康中国 2030”的

目标。 希望通过本次大会的深入交流

与讨论， 进一步发展消化系统肿瘤诊

疗新策略，分享科研成果，激发新的思

考和合作。

在大会的“国际前沿”专场中，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魏于全院士聚焦生物

技术药与生物治疗研究进展， 总结了

目前全球生物药研发现状， 指出基因

组学、 蛋白组学以及生物信息学为生

物医药研发带来新机遇； 结构生物学

为生物药的设计等带来新的突破 ；合

成生物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也代表

了生物药物设计和研发的新趋势 。 同

时 ， 魏于全院士结合自身医工结合

经 验 ， 介 绍 了 细 胞 、 抗 体 、 疫 苗 、 基

因 、 溶瘤病毒等生物医药的研究历

程 、临床应用、最新进展以及未来的发

展方向。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邵峰院士首

先回顾了 PD-1 等免疫检查点及其抑

制剂的发现和研发历程， 提出原创基

础科学的发现催生和发展肿瘤免疫治

疗， 并针对我国创新药的研发提出新

见解。 邵峰院士进一步以天然免疫系

统如何识别和应对细胞内部的细菌为

切入点，引出细胞焦亡这一概念，指出

焦亡是一种广泛发生的、 能够刺激机体

炎症反应和活化免疫系统的机制。 利用

焦亡理念， 可以将冷肿瘤变为热肿瘤，

从 而 发 挥 抗 肿 瘤 及 免 疫 治 疗 协 同 作

用 。 邵 峰 院 士 团 队 还 首 次 发 现 针 对

LPS 合成通路的天然免疫受体， 该受

体 所 介 导 的 炎 症 信 号 是 STING/T LR

通路之外全新的天然免疫激动通路 ，为

后续抗肿瘤免疫的激活及相关药物的研

发提供新的思路。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阎锡蕴

院士以“纳米酶催化医学”为题，详细介

绍了纳米酶的概念和发现历程， 梳理了

纳米酶从意外发现到目前成为前沿科学

新领域的变化， 并进一步展望了纳米酶

在医学上的应用，如：纳米检测技术因其

较高的灵敏度， 可以很好的替代一些现

有的检测技术； 纳米酶催化能够解决超

级耐药菌感染等复杂临床问题以及纳米

酶探针可以进行肿瘤体内诊断等。 最后，

阎锡蕴院士提出纳米酶为肿瘤催化治疗

提供了新的思路， 铁蛋白药物载体有望

成为未来抗肿瘤药物研发的新平台。

在讨论环节，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钦伦秀教授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张小

田教授就肿瘤新抗原疫苗能否通用化、

如何平衡抗肿瘤免疫治疗疗效和不良反

应、 铁蛋白药物载体平台能否克服胃癌

异质性等问题展开讨论。

在大会的“临床挑战”专场中，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沈琳教授为在场嘉宾进行

了“细胞免疫治疗在消化道肿瘤中的新

突破与体会”的主旨演讲。 她指出，细胞

治疗已经在实体瘤领域大显身手，目前多

个靶点的 CAR-T 治疗药物有效率已大

幅提升。 但是 CAR-T 治疗实体瘤仍存在

靶点筛选困难，持续性不足、功能减弱 、

难以迁移浸润至肿瘤组织等瓶颈。 沈琳

教授进一步分享了国内外细胞治疗最新

研究数据，结合自身丰富的临床及转化研

究的经验，就如何筛选获益人群，采集 T

细胞和回输的时间，给药方式等相关热点

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指出细胞治疗

有望成为实体瘤中最具前景的治疗方式，

为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徐瑞华教授

基于结直肠癌临床诊治所面临的难题，详

细介绍了其团队在“创建肠癌早诊及疗效

预测新方法”“建立中国人群分子分型 ，

探索肠癌进展及耐药新机制”“创建肠癌

精准治疗体系”三个方面做出的一系列贡

献及创新，指出目前我国结直肠癌诊治达

国际先进水平，中国肿瘤临床研究取得了

长足进步，并感谢各位同道给予的支持和

帮助。

在讨论环节， 北京大学蒋争凡教授、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刘天舒教授以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鲁智豪教授基于自己

的专业领域，热烈讨论了细胞治疗复发后

的治疗策略、表观遗传药物在免疫治疗中

的应用、 免疫治疗有效患者停药时机 、

CART 最佳联合方案 、pMMR/MSS 结肠

癌免疫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深层次机制等

多个话题，为消化系统肿瘤的精准治疗带

来新的思考

（来源：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创新、共赢、卓越”

第十四届北京大学消化肿瘤大会胜利召开

《市场信息报·今日健康》周刊本着大健康的办报思路，

在原有“思想健康”“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食材健康”“企

业健康”等栏目的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法律为健

康中国建设保驾护航。 为此，本刊特邀请傅洋先生题写了刊

名“今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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