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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道培

  白血病是造血系统的急性肿瘤。它是由
于患者体内产生的白血病细胞增生, 并随血

液播及全身,如不加控制,其后果是可想而知

的。以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为例, 如不

经及时的治疗,它在初诊后数周内即可夺人

生命。可喜的是, 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已

可使这种疾病的缓解率与生存期明显提高,

这包括全反式维甲酸、化疗药物与静脉滴注

氧化砷(俗称砒霜)。六年来我们应用纯化的

四硫化四砷和三硫化二砷口服剂(院内使用

药)治疗 26例初治和复发的急性早幼粒细胞

性白血病取得了完全缓解。急性早幼粒细胞

性白血病得到血液学

缓解后, 体内尚有残

存白血病细胞, 说明

将来肯定要复发。我

们采用纯化四硫化四

砷治疗后, 绝大多数

患者体内残留的白血

病细胞证据消失。截

止到 2000年 9月,我

们采用这种方法治疗

的 110例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长期缓解率优

于异基因和自体骨髓移植, 其预期的 5年存

活率超过 90%。该项临床研究的初治有效

病例皆为有特定的细胞遗传学改变 t ( 15;

17)和特定的白血病融合基因 PML-RARA,

而对形态学与此相同的 t ( 11; 17)无效。这

亦说明细胞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对分类与治

疗的重要性。这种特异性治疗原则的重要性

亦为酪氨酸激酶( tyrosinekinase)蛋白质抑制

剂(如 STI571)治疗 bcr/ abl基因阳性、染色

体t( 9; 22)的慢性髓性白血病的优越疗效所证

实。硫化砷与STI571皆有毒性低、疗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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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更迭,世

纪之交, 作为一个

从事基础科学理

论研究的科技工

作者, 回顾过去一

个世纪的科学发

展, 我想说, 创新

来源于对传统理

论的挑战,来源于

对现实实践的反

叛, 也就是说要承

受许多不解,要甘

于寂寞, 这是一个

真正科学家的素

质。

众所周知, 二

十世纪的最伟大的两大科学理论发现是普朗

克的量子论及后来发展相对完善的量子力学

理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本世纪初,这两

大理论的诞生, 为今天半导体材料、信息技

术、航天航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但是,它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世人承认的。

虽然爱因斯坦 1921年因对数学物理作出的

贡献和阐明光电效应规律而获得诺贝尔奖,

但是他在 1905年对狭义相对论和 1916年对

广义相对论的贡献却不是他获奖的主要理

由。门捷列夫在前人对大量化学研究的基础

上总结出来的元素周期律在他的生前,也没

得到科学的评价。从诺贝尔奖获奖者做出代

表性工作到最终获奖, 一般需要超过 10年

的时间, 这说明高水平的创新工作被科学界

和社会普遍认同, 需要时间, 决不能急功近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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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可以预见其他白血病与恶性肿瘤亦

将根据细胞生物学的特征找到特异性的治

疗。

造血干细胞移植( SCT )的成功是五十年

代以来少数最令人兴奋的医学进展之一。目

前 SCT 已被公认为是根治白血病的重要手

段。通过 SCT 能够使白血病患者长期存活。

就造血干细胞的来源而言,异基因 SCT 中迄

今仍以骨髓移植为代表。现阶段仍多采自同

胞的骨髓, 但非血缘关系的骨髓或其他来源

的干细胞已占全世界 SCT 的 1/ 3 以上。血

液学家还发现外周血中亦含有造血干细胞。

人体在接受粒系或粒单核系集落刺激因子

( G- CSF, GM- CSF)后,骨髓中的造血干细

胞可被动员到外周血中。因此,亦能用供者

外周血中浓集到的单个核细胞(其中包含造

血干/祖细胞)来代替骨髓,达到重建骨髓与

免疫功能的目的。此外, 近 10余年来的研究

还证明胎盘/脐带血( PCB)中含有丰富的造

血干/祖细胞, 是造血干细胞的又一重要来

源,特别是作为无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的来

源。PCB的优点是不要求 HLA 配型完全相

同,而且自库中取用便捷。过去认为 PCB主

要适用于儿童,现在似已解决,我们及国外均

已成功地用于移植于 \95kg 体重的患者。

我国非血缘关系骨髓移植成功率较高的北京

大学血液病研究所与杭州, 移植后的病死率

低于 30%,远优于国外一般中心的报告。

上述的 SCT 实际上就是超大剂量化疗/

放疗与有效的继承性免疫治疗的结合。慢性

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 与移植物抗白血病

作用( GVL)密切相关。此外,当 SCT 后白血

病复发时输注供者的淋巴细胞亦有肯定的疗

效。这些事实对已研究了半个世纪的恶性肿

瘤免疫治疗起到重要的鼓励作用。陆佩华等

首先在 Scid Hu裸鼠证明人类细胞因子所诱

导的杀伤性淋巴细胞( cytokine induced killer

cell, CIKcell)对人类的恶性肿瘤有拮抗作用。

随后,我们又报告了 CIK 细胞对人类白血病

有明显疗效, 并观察到该种细胞对患者所合

并的病毒性肝炎亦有疗效。树突状细胞在肿

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亦是目前竞相研究的课

题,我们的初步结果令人鼓舞。

综上所述, 白血病已能部分治愈。在新

世纪来临之际,我们正准备以新的努力来实

现能够根治极大多数白血病的目标。

  基础理论研究和实际科学技术的应用往
往存在一段相当的距离, 一个只注重眼前利

益的人,是成就不了学问的。我常与我的学

生说,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义利的

关系很重要。从事基础研究, 一定要有兴趣、

要着迷,要轻名利。重大的科学发现,它一定

不是在按常规计划、可预见结果的情况下进

行实验和逻辑推理得到的。于是,从事基础

研究, 你决不可能知道它将来给你带来多大

的经济利益, 也不可能知道他会给你带来多

少的功名。你只有爱它、迷它,你才能无怨无

悔地去为它献身。物质条件在重大的科学发

现中决不是主要条件, 20世纪的许多重大发

现并不是在条件最好的实验室或工作条件中

得到的。条件过于优越, 就容易使人懈怠,也

就缺少了进一步努力的动力。

未来的科技发展是年青人的。爱因斯坦

提出相对论只有 26岁,肖克利发明晶体管,

也是 30多岁,普朗克建立量子论,也不过 40

岁,科学家的创新高峰期都在 30至 40岁之

间,青年由于他们包袱少, 敢想敢干,因而更

具创新的活力和潜质,只要他们刻苦努力,甘

于寂寞,沉下心来做学问,在新的世纪一定会

有所成就的。科学研究没有捷径。

不囿于传统,勇于挑战现实和人生,是一

个科学家应该具备的条件。而事实上,正是

这种对待人生的态度, 也会给你带来生活的

乐趣。我常想,作为一个老师,我可以和许多

人不一样,我可以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

己要说的话,这是一个人活着的最大的价值。

如果有来生,我还当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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