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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患癌后：给自己注射病毒治疗，还发了论文

 

文 | 李思辉 毕若雪

将病毒注入体内会怎样？

Nature网站日前刊登了一则特殊的案例。来自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的病毒学家贝娅塔·哈拉西（Beata

Halassy）将自己培养的病毒注入自身肿瘤内，成功治疗了自己的乳腺癌。她还把这一创新性的治疗方法

及其过程详细记录并发表在Vaccines杂志上。案例一经报道，引发医学界的不小轰动。

贝娅塔的故事就像是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一样——她不仅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名斗士。面对癌症这

个无情的敌人，她选择了最不寻常的武器——自己亲手培养的病毒。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大胆的举动不

仅让她成功战胜了病魔，还为医学界带来了一篇极具价值的论文，登上了Nature官网头条。

贝娅塔 图源：Narod.hr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没有足够样本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自我试验的数据并不具有科学上的广泛适用性

或代表性。即使实验结果对贝娅塔有效，也不能保证其在其他患者中同样有效，这也使得其结果的科学

严谨性受到质疑。

国内一位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不建议大家效仿贝娅塔，“专业的事情需要遵从

医生的专业意见。如果有任何治疗上的新想法，最好先和主治医生进行沟通”。

抗癌几经复发，亲身投入实验

贝娅塔的抗癌历程，最初可以追溯到2016年。

那一年，她不幸被确诊为患有三阴性乳腺癌（TNBC）。这是一种侵袭性极强的癌症。当时，她的体内已

经出现了多个浸润性导管癌病灶。面对这一严峻挑战，贝娅塔勇敢地选择接受乳房切除术，切除癌变组

织，并在术后进行辅助化疗，以期彻底消灭体内的癌细胞。

然而，癌症的阴影并未就此远离。2018年，医生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贝娅塔两年前乳房切除术留下

的缝合线下方，出现了TNBC的局部复发。虽然复发范围并不大，但为了阻止癌细胞的进一步扩散，贝娅

塔不得不再次接受手术，将复发的肿瘤切除。

遗憾的是，术后检查发现，这块复发的肿瘤并未被完全清除，留下了一块不足1厘米的“血清肿”。这一

残留病灶成为了一颗“定时炸弹”，需要定期进行监测。

2020年，一次相位对比磁共振成像（MRI）的检查结果让贝娅塔的心情再次变得沉重。原本不起眼的“血

清肿”竟然无声无息发展成了直径达2厘米的实体瘤。“它看起来像一个由薄薄皮肤包裹着的坚硬、可触

摸、鲜红和发炎的结节，且经过多种诊断方法的证实，已经出现了皮肤浸润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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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的是，这一次贝娅塔已经无法再通过化疗来对抗癌细胞。她的治疗选择变得极为有限。在这个晦暗

时刻，贝娅塔没有放弃，而是毅然决然地拿起自己的“新武器”来对抗这一顽固的肿瘤。

当病毒注入肿瘤，瘤子明显变小

深入研究相关文献并对自身情况进行评估后，贝娅塔决定大胆尝试一种在乳腺癌治疗领域尚未得到验证

的创新方法——溶瘤病毒疗法（OVT）。

溶瘤病毒（Oncolytic Virus，OV）作为一种前景广阔的实体瘤治疗手段，其原理是通过注射病毒进入肿

瘤内部，选择性靶向并破坏癌细胞，同时不影响正常细胞。这些病毒在癌细胞内复制，最终导致癌细胞

裂解。此外，溶瘤病毒还能激发免疫系统的响应，因此它们可以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其他癌症免疫疗

法联合使用。

尽管目前已有四种溶瘤病毒疗法获得批准，用于治疗黑色素瘤、结直肠癌、胶质瘤等癌症，但它们尚未

被批准用于治疗任何阶段的乳腺癌。

从医院无法获得治疗，贝娅塔只好自我试验。她选择了两种溶瘤病毒——麻疹病毒（MeV）和水疱性口炎

病毒（VSV）来进行治疗。这两种病毒均显示出对她的癌细胞的攻击能力，并且已经在临床试验中用于OV

T。

凭借她过去培养这两种病毒的经验，以及它们已知的安全性，贝娅塔在同事的支持下，将实验室中培养

的病毒直接注射到她的肿瘤组织中。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她进行了多次病毒注射，并在肿瘤医生的严密监测下，自我管理这一治疗过程。一

旦出现任何问题，她将立即停止OVT并转向常规治疗。

短短三周内，她注射了7次MeV，并在手术切除肿瘤前又注射了3次VSV。手术后的两个月，她还在手术缝

线周围皮下注射了一次MeV，作为预防性的辅助治疗。

令人意外的是，这一创新的治疗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贝娅塔的肿瘤体积明显缩小，从2.47立方厘米减

少到0.91立方厘米，肿瘤的硬度和侵袭性边缘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治疗过程中未出现严重

的副作用，显示出良好的耐受性。

手术后的病理分析证实，贝娅塔的免疫系统已被OVT激活，有效地攻击了病毒和肿瘤细胞。

手术之后，贝娅塔接受了一年的抗癌药物治疗。如今，她已经无癌生存四年。这一成果不仅为她带来了

新的生机，也为乳腺癌的治疗提供了宝贵的临床经验。

多次投稿遭拒后仍坚持不懈

尽管贝娅塔的论文最终得以在Vaccines杂志上发表，但在发表前，该研究曾因伦理争议被十几家学术期

刊拒之门外。

对于期刊编辑的担忧，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法律和医学研究员Jacob Sherkow指出，问

题不在于贝娅塔的自我试验，而在于发表该研究结果可能会鼓励其他患者放弃常规治疗尝试类似的方

法，癌症患者尤其容易尝试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法。

贝娅塔论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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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争议，贝娅塔表示，这种治疗需要大量科学知识和技能，不太可能被他人模仿。同时她也指出，在

确诊癌症的情况下，使用溶瘤病毒进行自我治疗不应作为首选方法。但她也希望开展正式的临床试验，

评估OVT作为早期癌症的新辅助治疗方式。

9月，她关于OVT治疗家畜癌症的研究获得资金支持，也为自己未来的研究重点提供了新方向。

有评论认为，贝娅塔的研究为癌症治疗领域带来新的启示，向医学界展示了OVT在治疗肿瘤方面的潜力。

她的经历表明，OVT有望成为对抗癌症的有力武器，或许未来能为乳腺癌患者提供一种新辅助治疗模式。

相关论文链接：

https://www.mdpi.com/2076-393X/12/9/958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4-03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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