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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肿瘤术后80%不需要做放疗化疗
写在上海市胸科医院建立国际首个胸腺肿瘤术后复发预测模型之际
2020年06月18日 版面：A3

作者：陶婷婷

上海市胸科医院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纵隔疾病诊治中心，始终保持胸腺肿瘤诊疗领域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水平。近年来，胸科医院胸外科主任方文涛教授联合多学科诊疗团队，致力于胸腺肿瘤临

床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日前，由方文涛教授领衔的中国胸腺肿瘤协作组研究团队在国际肺癌研究

协会的官方期刊、胸部肿瘤领域国际权威学术杂志《胸腺肿瘤期刊》上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提出

“国际首个胸腺肿瘤术后复发预测模型”。

领跑中国胸腺肿瘤临床诊治

胸腺位于人体纵隔部位，胸腺肿瘤有良性或恶性，是纵隔肿瘤中最常见的一种。相比肺癌、食管

癌来说，胸腺肿瘤发病率约为0.4/10万，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胸腺肿瘤的实际发病人数并不
低。从人种分布上看，亚裔人种相对欧美白种人发病率多了近一倍。

胸科医院在胸腺肿瘤的临床诊治和研究方面一直领跑全国。早在2012年，胸科医院就牵头组建
了“中国胸腺肿瘤协作组”。2015年，胸科医院胸外科纵隔亚专科成立。2016年，牵头成立中国临
床肿瘤协会CSCO纵隔肿瘤专家委员会，方文涛教授为首任主任委员。2019年，牵头成立中国抗癌协
会纵隔肿瘤专业委员会，方文涛教授为首任主任委员。多年来，胸科医院协同各单位开展了涵盖手

术指征把控、手术方式选择、术后辅助治疗、术后随访、新药研究等疾病全程管理的各方面研究，

为国际胸腺肿瘤诊疗标准的建立贡献中国力量。目前，胸科医院拥有全世界最大数量的胸腺肿瘤病

例库，年胸腺肿瘤病例数逾600例，居全球之首。

提出国际首个胸腺肿瘤复发预测模型

基于丰富的临床资源，方文涛教授团队与中国胸腺肿瘤协作组各成员单位紧密合作，开展了胸腺

肿瘤预后管理的多中心回顾性临床研究。本次发表的研究成果首次以中国人群为分析基础，提出了

国际首个胸腺肿瘤的复发预测模型及其对预后长期管理的意义，为我国及世界范围内胸腺肿瘤患者

管理模式提供了临床指导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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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型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第一是关于术后是否要做辅助治疗。在以往的观念中，胸腺肿瘤

手术后常常要再做放疗、化疗，以防止复发风险。而模型结果显示，80%的患者是属于复发低危人
群，这类患者做完手术后不需要再进行辅助治疗。20%真正有复发高风险的患者，模型提示55.2％的
患者在术后前3年出现复发，几乎所有复发均出现在术后6年内。同时，模型也根据不同的复发转移
类型提出有针对性的治疗策略。比如，对于局部复发的患者，放疗是有效的，能进一步巩固手术疗

效。但如果病人已出现远处转移，就需要通过全身性的化疗等模式开展辅助治疗。

第二是模型提出了详细的胸腺肿瘤患者术后随访建议。治疗过程中，检查过于频繁，不但会增加

患者的时间、经济负担，还会在心理上造成恐慌的情绪。但如果检查不够仔细，又会耽误一些出现

复发转移的病人。这些都是常年困扰着胸外科医生的国际性难题。模型提出，高危组患者应进行为

期6年的全面检查，推荐前3年每半年复查一次，后3年每年复查一次，检查的范围应涵盖胸部、腹
腔、头颅、骨骼等全身部位。对于低危患者，其平均复发时间为10年，且局限于纵隔局部或胸腔区
域，因此只需每年进行一次常规胸部CT随访即可。

中国研究正在改变国际规范

胸科医院的这项研究结果一经发表，立刻获得了国际同道的广泛关注。意大利罗马的2家医院和
1家国立癌症中心分别运用胸腺肿瘤术后复发预测模型，对意大利的病人进行术后管理，相关研究成
果也在《胸腺肿瘤期刊》发表。结果证实，中国专家提出的这一模型是准确有效的，并且具有普适

性和推广性，对于全球的胸腺肿瘤患者都能够适用。

此项研究以临床病例为研究基础，其结果将改变国际上关于胸腺肿瘤领域的诊疗指南，为今后术

后辅助治疗临床试验设计。尤其是入组对象选择和辅助治疗方式选择等方面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进一步指导胸腺肿瘤相关临床研究。

目前，方文涛教授团队牵头中国抗癌协会纵隔肿瘤专委会主要成员单位，基于此预测模型结果，

正在开展一项全国多中心的前瞻性临床研究，以期进一步通过循证医学依据验证胸腺肿瘤术后辅助

治疗的精确性和有效性，为患者带来更安全、更优质的术后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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