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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嘉团队在肝肿瘤研究方面再获重大新突破樊嘉团队在肝肿瘤研究方面再获重大新突破
首次系统揭示肝内胆管癌多组学分子特征全景图谱

肝内胆管癌是第二高发的

原发性肝脏恶性肿瘤，早期诊

断难，手术切除率低，恶性程度

高，易累及周边脏器和远处转

移，并对放化疗不敏感，预后极

差 ，术 后 5 年 生 存 率 仅 20% ～

30%，同时缺乏有效的靶向和免

疫治疗。因此，急需深入阐明

肝内胆管癌的发病机制，绘制

更精确的基因及分子图谱，为

鉴定新的诊治靶点并实现个体

化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日前，国际顶级生物医学

期刊《癌细胞》（Cancer Cell）在

线发表了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嘉院

士团队的最新成果“肝内胆管癌

的蛋白基因组特征图谱及临床

亚型”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全面

解析了肝内胆管癌的分子特征

全景，为肝内胆管癌的临床诊治

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策略。

樊 嘉 院 士 团 队 等 进 行 合

作，利用 262 例在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肝外科手术切除的肝

内胆管癌患者来源的样本，综

合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

磷酸化蛋白质组和微生物组等

多组学多维度数据，首次系统

性绘制了肝内胆管癌的多维分

子图谱，为肝内胆管癌的发生

发展机制、精准分子分型、预后

判断和个性化治疗策略提供了

新思路。

在该研究中，樊嘉院士团

队建立了以蛋白质组为核心肝

内胆管癌患者的分子分型：炎

症型(S1)、间质型(S2）、代谢型

(S3）和分化型(S4)，这四个亚型

在基因组、免疫微环境、治疗策

略、临床预后等方面具有独特

的特征，有望指导临床的个体

化诊治；明确肝内胆管癌五个主

要驱动基因（TP53、KRAS、FG-

FR2、IDH1/2、BAP1）的针对性潜

在治疗靶点，深度揭示这些突变

与细胞周期、药物代谢、炎症感

染等生物学过程的关联性。

此外，该研究揭示了黄曲

霉毒素及中草药马兜铃酸所造

成的基因突变指纹在肝内胆管

癌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

病因预防提供了线索。特别是

发现了 10%的肝内胆管癌存在

以 FGFR2 基因的融合和突变，

FGFR2 融合蛋白不仅驱动肝内

胆管癌发生发展、产生新的靶

向治疗靶点，而且部分融合蛋

白衍生的抗原肽具有较强免疫

原性，能够引起特异性 T 细胞

群的激活和扩增，也是潜在免

疫治疗靶点。

通过整合多组学数据，较

为完整地揭示了肝内胆管癌的

分子特征及发生发展机制，是

临床科学与蛋白组等基础科学

的强强联合，在重大疾病的诊

断标志物以及治疗性靶标上取

得突破性进展。这些成果将进

一步扩大我国在精准医学领域

的优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

创新性发展，为探索肿瘤异质

性和实现个体化治疗做出重要

贡献。

樊嘉院士、中国科学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周虎研究员、中

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高大明研究员、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高强教授为研

究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中山医

院董良庆医师、中国科学院博

士生鲁大运和陈然等为研究论

文共同第一作者。

据悉，此次发表的研究论

文是樊嘉院士团队继 2019 年肝

细胞癌分子分型研究论文登顶

《细胞》（Cell）杂志以及 2019 年

与贺福初院士团队合作的早期

肝 细 胞 蛋 白 组 研 究 论 文 登 顶

《自然》（Nature）杂志之后的又

一力作。 文 / 齐璐璐

本报讯 1 月 7 日，复旦大学

基础医学强基拔尖学生学术培

养交流会暨《步行者：闻玉梅传》

新书分享会在枫林校区。2020

年复旦大学基础医学专业列入

国家强基计划招生，并获批国家

基 础 医 学 拔 尖 人 才 培 养 基 地

2.0。为增进拔尖计划 2.0 高校

师生交流和经验互鉴，根据拔尖

计划 2.0 全国线上书院每周主

题活动高校运营安排，复旦大学

基础医学院开展本场线上书院

学术直播活动，来自全国各高校

师生通过线上线下共同参与。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

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复旦大

学党委副书记、上海医学院党委

书记袁正宏，复旦大学基础医学

院有关负责人和师生代表参加。

闻玉梅院士亲临现场寄语

基础医学拔尖学生。她回顾了

自己在基础医学领域奋斗的心

路历程。结合新冠病毒现状，她

指出基础医学要重视解决问题

的思路，希望学生们能坚守“爱

心”“责任心”“好奇心”。作为基

础医学“步行者”，她说：“路是人

走出来的，不要遵循老路，要走

好自己的路”，鼓励学生们在求

学道路上踏实、创新、努力。随

后，她向在场的学生代表赠送

《步行者：闻玉梅传》新书。

为祝贺“老科学家学术成长

资料采集工程”与“中国工程院

院士传记”系列丛书《步行者：闻

玉梅传》出版，该书作者、复旦大

学历史系教授高晞和基础医学

院教授瞿涤、基础医学专业大四

学生任宇辰分别交流了著书背

景与读书心得。高晞教授揭示

了在访谈与创作背后的故事和

自身在大师精神影响下的思想

转变。瞿涤教授回忆并分享了

闻玉梅院士与自己师生之间的

温情故事，指出“步行者”精神会

传承永续。任宇辰分享了自己

的读后感，他表示“闻老师的谆

谆教诲，让我明白了科学研究的

真正意义和价值。为人群服务，

为强国奋斗，从来不是一句空

话，而是真正在每一次选择、每

一次奋斗、每一次坚持中体现出

来的‘步行者’精神”。

袁正宏表示，闻玉梅院士长

期以来在医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第一线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甘

为人梯，在医学研究、疾病防治

等重要领域作出杰出贡献。希

望学生们要传承好闻玉梅院士

的“步行者”精神，时刻心怀“国

之大者”，把科研做在祖国大地

上。他指出，建立拔尖人才培养

计划的初衷是遵循拔尖人才成

长规律、立足长远，科学选才、精

心育才以及厚植英才成长土壤，

打造拔尖人才培养的绿色通道，

而上医拥有一批像闻玉梅院士

这样的好老师是落实拔尖人才

培养的最大优势。

来源 / 基础医学院

闻玉梅院士向复旦大学基础
医学强基拔尖学生赠送新书

本报讯 1月5日，由上海市
科委“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
专项资助、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和庖丁影视文化公司联合
制作出品的女性健康科普微电
影《生死超越》新片发布会举
行。据悉，该片于即日起在全网
播出，供公众免费观看。

影片以妇科权威专家张建
国医生遇到的一个疑难病例为
剧情主线。女主人公陈晨是一
位疑似宫颈癌复发患者，肿瘤位
置长在生命要害区域。

“超越”是该部影片的主
题。在影片中，为了给患者寻找
最佳诊疗方案，主人公张建国医
生不断追求自我突破与超越；而
对患者陈晨而言，在生命舞台

上，从逃避惧怕到勇敢面对的超
越，给自己创造了绝处逢生的机
会。面对共同的敌人——疾病，
医患携手而战，彼此信任的力
量，早已超越了生死。

电影通过聚焦真实故事进
行影视创作，用多个矛盾冲突点
不断为观众制造情节，触发共情
信任，30分钟的剧情也透视了职
场压力、医患关系、代际矛盾等
热议话题。

电影从主题策划、剧本创作
到参演出镜，皆为医院工作人员
在专业影视摄制团队指导下联
合创作完成，历经近一年时间的
精细打磨，力求为观众带来全新
的观影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影
片中妇产科教授华医生、病理科

教授周医生、放射科教授张医
生，分别由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的华克勤教授、周先荣教
授、张国福教授倾情出演。

华克勤教授坦言，这既是一
部女性生殖健康的科普片，也是
一部超越生死、反映当代都市女
性心路历程的影视作品。

据了解，该部微电影的衍生
剧——《逗比编辑部之妇产科

“事故”》系列微视频也同步在全
网陆续播出。该系列微视频共
20集，每集时长3分钟，以女主角
重归职场后遇到的妇产科困扰
为剧情主线，插入医院权威专家
点对点的科普解读，全面突破传
统健康教育的“说教”模式。

文 / 李敏

妇产科医院女性科普微电影《生死超越》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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