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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是全球范围内极为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我国的肿瘤负担尤为沉重,且呈现出三个突出特

征:(1)
  

肿瘤病人基数庞大,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

占全球的24%和26.7%;(2)
 

生活方式相关肿瘤(肺
癌、结直肠癌等)逐年增多;(3)

 

青壮年群体的肿瘤发

病率逐年上升。令人欣慰的是,随着肿瘤早筛早诊和

精准治疗的推进,部分恶性肿瘤已从短期致命变为慢

性可控,且中西医协同、全生命周期管理、改善生活质

量、提升偏远地区医疗资源可及性等方面也取得了显

著进展。然而,肿瘤研究仍然面临巨额的人力财力投

入、漫长的研究周期和欠佳的临床收益。即使是最新

批准的抗肿瘤药物,平均延长生存期往往不足3个

月。传统的单一学科研究模式已凸现其与临床需求

脱节、难以应对肿瘤复杂性、缺乏前沿技术交叉等局

限性,这使得基础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临床应

用,严重影响了肿瘤防治工作的快速推进。一方面是

许多创新性基础研究成果束之高阁,另一方面是临床

和产业界缺少转化应用产品,而低水平同质化竞争极

大地消耗着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限制了创新研究驱

动的临床转化。亟需新的理论框架和医学研究范式打

破瓶颈,打通肿瘤基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肿瘤作为一种复杂的系统性疾病,其防控和治疗

一直是医学界的重大挑战。随着研究数据指数增长

和生物技术飞速发展,人们发现肿瘤的复杂性不仅体

现在其临床表现的多样性,更在于其分子层面的高度

异质性、动态性和可塑性。在肿瘤发生、发展和治疗

过程中,肿瘤基因组和表观遗传组、微环境、免疫系统

等多个层面动态变化和相互作用,肿瘤细胞不断适

应、进化而获得生存和增殖优势。在以基因变异为核

心的进化论基础上,当代肿瘤克隆进化理论强调:基
因型并非肿瘤适应性的唯一决定因素,肿瘤呈现表型

可塑性以及网状进化而非分支树状进化。肿瘤进化

的关键动力、肿瘤局部电场力学信号与微环境的互

作、肿瘤侵袭转移中的群体运动模式等多学科交叉问

题正成为新的研究领域。数学、物理学等跨学科理论

(如微分几何、复杂性科学等),人工智能、时空组学等

前沿技术都正为传统肿瘤学研究赋能,更加系统、精
细地描绘着肿瘤的复杂图景。通过多学科协作和前

沿技术的应用,我们有望整合基因组学、病理学、化
学、生物学、免疫学、物理学、人工智能、影像学等多个

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全面地理解肿瘤的本质和复杂

性,并最终解决肿瘤防控中的关键难题。
当前,我国已初步实现“到2022年癌症5年生

存率提高至43.3%”的总目标,正朝着更高目标迈

进。展望未来,肿瘤学研究既要“顶天”———系统揭

示肿瘤的底层逻辑,还要“立地”———深入破解临床

关键难题。“临床问题驱动的肿瘤研究新范式”应更

加注重以患者为中心,推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方法,并构建贴近临床表型和病理特征的研究体系,
以实施全程动态观察,进而驱动临床转化。未来应

系统开展有组织的攻关项目,加速人工智能赋能的

医学创新研究,打破学科壁垒,培养跨学科青年人

才,构建“精准医学—循证医学”的双螺旋研究体系,
为肿瘤病人带来更多的春日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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