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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报道，近日，《重磅！美国
癌症疫苗研发成功，彻底根治率达97%》的
文章在朋友圈热传。文章称，美国斯坦福
大学研发成功新型癌症疫苗，打一针疫苗
就可让全身癌细胞消退。

记者查询发现，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网
站曾对该研究结果进行报道，报道显示，该
疫苗在老鼠身上的试验治愈率达97%，预
计今年开展人体试验。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该研究结果来自
老鼠试验，人体试验能否成功仍是未知数，
癌症疫苗离临床应用还很遥远。

“一针让癌细胞完全消失”
热传朋友圈

“打一针就能让患者全身癌细胞完全
消失，这应该是所有癌症患者及家属做梦
都想看到的。”在“爆款”文章《重磅！美国
癌症疫苗研发成功，彻底根治率达97%》的
开始，作者开门见山地告诉网友，这样的梦
想正在走向现实。

文章发表后引发网友和业界关注。截
至4月 17日，文章阅读量已超10万+，3万
多次点赞，并先后被多个自媒体公众号转
发，其中不乏医学领域的行业类公众号。
记者注意到，湖南省湘潭市第六医院微信
公众号也转发了该文章。

其他自媒体文章中，该研究成果更加
“令人振奋”：新型癌症疫苗1年内或问世，
一针下去，97%的肿瘤都消除了，还无副作
用。有网友评论，“这要是成功了，那治疗
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了”。

将招募15名患者
进行临床试验

4月 17日，记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
学院官网找到了研究成果的发布消息。在
《癌症“疫苗”可消除小鼠肿瘤》（Can-
cer'vaccine'eliminates tumors in mice）的
文章中，该研究主要成员、斯坦福大学医学
院肿瘤学教授Ronald Levy博士介绍了研
究过程及试验结果。

据知名癌症科普作者“菠萝”介绍，
Ronald Levy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被誉为癌
症免疫抗体疗法的鼻祖之一，因为他的研
究直接带来了治疗淋巴瘤的免疫靶向药物

“美罗华”。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今年1月31日。文

章内容显示，在此次研究中，研究人员在老

鼠体内不同部位移植了两个淋巴瘤，并将
微量的两种免疫刺激剂直接注射到其中一
个肿瘤中，以激活肿瘤内的T细胞（人体免
疫细胞的一种）。“当我们同时使用这两种
药物时，老鼠全身的肿瘤都消退了。”研究
人员介绍，注射癌症“疫苗”后，包括另一处
未经注射的转移灶在内，老鼠体内的所有
肿瘤都被消除了。

据研究人员介绍，接受试验的90只老
鼠中，有87只的癌细胞被消除。虽然有3
只老鼠的肿瘤复发，但在第二次治疗后肿
瘤也消除了。研究人员在患有乳腺癌、结

肠癌和黑色素瘤的老鼠身上也看到了类似
结果。

谈及该方法的治疗优势，Ronald Levy
在文中说，局部应用少量的此类药物可以
作为一种快速且相对便宜的癌症治疗手
段，并且不太可能造成全身免疫刺激经常
出现的副作用。

记者注意到，该研究尚未进行大规模
临床试验，研究组表示将在今年底招募15
名低度恶性淋巴瘤患者进行试验，如果试
验成功，该方法将在更多不同类型的肿瘤
患者身上进行测试。

美国癌症疫苗老鼠试验治愈率97%
研究组计划招募15名患者进行试验；

专家称，人体试验能否成功仍未知，癌症疫苗离临床应用还很远

事实上，所谓癌症疫苗并不新
鲜。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
疫规划科主管医师、知名疫苗科普
作者陶黎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体内时刻都存在癌变的细胞，免
疫系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免疫
监视，识别出这些坏细胞后消灭它
们。人之所以会得癌症，很关键的
一个原因是免疫监视功能出了问
题。目前治疗癌症的一个重要方
向就是恢复免疫系统对所有癌细
胞普适的免疫监视功能。

实际上，疫苗分为预防型和治
疗型两种，与公众熟知的预防型疫
苗（如乙肝疫苗）不同，癌症疫苗是
治疗型疫苗。王月丹表示，所谓一
针消除所有癌细胞的“万能疫苗”
实际是非特异性疫苗。特异性疫
苗是指针对某种特定抗原的疫苗，
比如乙肝疫苗只针对乙肝病毒，打
乙肝疫苗是预防不了脊髓灰质炎
的。与之相对的，非特异性疫苗没
有针对的对象，而是整体提高机体
的自我免疫力。简单来说，其工作
原理是调动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去
和肿瘤斗争，而不是自己出马去

“杀”死癌细胞。
与手术切除、化疗、放射线治

疗等传统肿瘤治疗方法不同，这种
调动机体免疫系统以增强抗肿瘤
免疫力的免疫疗法，正成为肿瘤治
疗的新方向。

2015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批准了针对转移性前列腺
癌的树突状细胞免疫疗法，这也是
全球首个肿瘤治疗性疫苗。

■ 科普

不新鲜的癌症疫苗

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
丹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斯坦福大学研究
中注射的两种免疫刺激剂为OX40抗体分
子和CpG寡核苷酸。OX40抗体可以促进T
细胞的活化，并引起对癌细胞的抵抗和攻
击，而CpG寡核苷酸是提高固有免疫应答
的佐剂，可增加T细胞表面OX40抗体的表
达，它在疫苗中的应用已有十余年。

“研究者使用CpG和OX40抗体这两种
佐剂，能够促进肿瘤组织中原本就存在的T
细胞活化，然后杀死肿瘤，对肿瘤有特异性
的T细胞在消除肿瘤以后，还能够从原来
的部位出去，找到在体内转移的肿瘤，然后
把它杀死，这就是试验的原理。”王月丹解
释说。

“CpG和OX40抗体都是此前肿瘤免疫

治疗中用过的，不过过去是单独使用，这次
研究者把两者结合起来注射是首例。另
外，此次试验运用了肿瘤内部的局部注射，
不同于以往静脉给药等方式。”在王月丹看
来，从科学研究角度来看，研究提出的

“OX40抗体+CpG”的局部疫苗注射方法是
基于传统研究方法的部分创新，算不上重
大突破。

是否为医学界重大突破？
基于传统研究方法的部分创新，算不上重大突破

公众号对该研究成果的报道引爆网络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相关报道

“试验在人身上能否成功还是疑问。
我希望他们人体试验能成功，但成功的希
望不大。如果试验成功了，进一步扩大试
验范围后，再复制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
王月丹认为，现在说癌症疫苗可以治愈癌
症，为时尚早。

4月17日，实名认证信息为“斯坦福大
学医学院博士”的微博博主@宝妮也表示
了质疑。她认为，很多试验在老鼠身上成
功，并不代表到了人身上就一定会成功，尤
其是癌症。首先，老鼠和人的很多癌症病
发机理不同，所以在免疫系统的反应上也

存在很大差异。其次，人体的肿瘤大小和
老鼠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很多临
床研究发现去除肿瘤并不彻底也是由于两
者之间的差异。

知名癌症科普作者“菠萝”日前也撰文
表示，此次研究离临床应用还很远。除老
鼠和人之间存在的物种差异外，“菠萝”指
出，人体肿瘤还存在异质性。人体内的肿
瘤通常是经过10至20年进化形成，每个癌
症病人身上通常也有很多个特性不同的肿
瘤同时存在，这种现象被称为“肿瘤异质
性”。由于异质性存在，有时抗癌药只能杀

死90%的人体癌细胞，而不是 100%，这导
致肿瘤耐药和复发。但实验室用的老鼠肿
瘤模型，几个礼拜就长起来了，没有进化过
程，肿瘤细胞来源单一，不是多种混合。因
此，药物一旦起效，很容易杀死99%，甚至
100%的癌细胞。

在文中，“菠萝”直斥所谓“美国癌症疫
苗研发成功”是标题党，在他看来，更准确
的表述应该是“癌症疫苗在动物模型身上
效果挺好，几十只小老鼠身上的一点点小
肿瘤消失了。”

（许雯）

人体试验成功率有多高？
老鼠和人的癌症病发机理不同，成功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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