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知14 2018年3月8日 星期四

本版编辑 郎 冰

联系邮箱 jjrbxzh@163.com

本报讯 记者陈颐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DA）不久前宣布，批准美国生物科技公
司 Foundation Medicine 的 FoundationOne
CDx（F1CDx）上市。这是首款具有突破性认定
的下一代测序（NGS）体外诊断（IVD）测试，能对
任何实体肿瘤进行诊断，并寻找出 324 条基因内
的遗传突变和两类基因组特征，是精准医学的一
大进步。

癌症是发生于基因组的疾病，因此，个体化治
疗成为治疗癌症的有效方式。个体化治疗是一个
不断发展的领域，在此，医生使用分子诊断测试来
确定哪些治疗方法对病人最为有效。通过将这些
测试数据与个人的病史、情况和价值观结合起来，
可以为病人制定有针对性的治疗和预防计划。

其中，分子诊断测试起着关键的作用。美国
FDA 医疗设备和放射健康中心的杰夫瑞表示，

“通过一次检测，医生能为患者评估多种疾病管理
方案。F1CDx 能帮助癌症患者无需频繁的侵入
性测试，便获得更多医疗信息。而先前的测试需
要多次提取肿瘤样本，为患者带来更多痛苦”。

据介绍，获批的 F1CDx 能诊断多种不同突
变，提供关键信息，帮助癌症患者管理疾病。此
外，针对黑色素瘤、乳腺癌、结直肠癌等患者，它还
能找出哪些患者可以从FDA已批准的15种靶向
疗法中受益。并且，患者和医生所要做的，仅仅是
一个简单测试，无需重复活检。并且，在临床总体
准确率上，F1CDx的准确数据接近94.6%。

据悉，Foundation Medicine 癌症基因检测
是全美肿瘤专家公认和推荐的癌症基因检测机
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依托 foundation 精准
数据平台全面收集癌症患者基因组信息，为癌症
患者建立了可被广泛应用的癌症基因组信息库。

首款体外诊断测试获批——

精准医学取得一大进步

43 天 7 次发射，平均不到一周实施一
次发射的频率，让世人惊叹。然而，这仅仅
是今年长征系列火箭高密度发射的一个缩
影。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透露，
今年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预计将执行以
北斗卫星组网、嫦娥四号探月为代表的35
次发射任务，发射密度将再创历史新高。

两型“金牌火箭”——

挑战史上最高密度

在2018年的火箭高密度发射中，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和长征二号丙火

箭将迎来最强考验——承担60%的发

射任务，为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提供“金

牌”助推

据悉，在2018年的35次火箭发射中，
有着“金牌火箭”美誉的长征三号甲系列火
箭和长征二号丙火箭将分别有 14 次和 7
次发射任务，发射次数占全年发射总数的
60%。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三号
甲系列火箭总指挥岑拯介绍，在该系列火
箭全年 14 次发射任务中，有 10 次将发射
北斗导航卫星，其中 8 次将以“一箭双星”
的方式执行发射任务。对于长三甲系列火
箭来说，高密度发射在后续几年里将成为
常态。“2018 年到 2020 年，长三甲系列火
箭预计将执行40次发射任务。”岑拯说。

同样有“金牌火箭”之称的长征二号丙
火箭也将在 2018 年迎来最强考验。中国
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二号丙火箭总指
挥肖耘说，“今年，长二丙火箭预计将有 7
次发射任务，研制队伍将在酒泉、太原、西
昌三大发射场三线作战”。据悉，在这7次
发射任务中，巴基斯坦遥感卫星、中法海洋
卫星的升空最为令人瞩目。这两次国际航
天发射中，长征二号丙火箭将为中国航天
走向世界提供“金牌”助推。

根据规划，在 2018 年底前，北斗三号
将建成 18 颗卫星的基本系统，具备为“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提供服务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这18颗卫星将全部由长征
三号甲系列来发射完成。“对于长三甲系列
火箭来说，高强密度发射既是急难重的挑
战，也是提高应对任务能力的机遇，需要我
们从管理上要效率，在生产模式上创新方
法。”长三甲系列火箭总设计师姜杰介绍，
自诞生之日起，长三甲系列火箭就承担着
我国火箭探索系列化、通用化、组合化发展
模式的重任。2015 年，长三甲系列火箭曾
经创造出 109 天成功实施 7 次发射的纪
录。对此，研制队伍在前期成功经验的基础
上，希望能够实现同一种构型的火箭在单
机、系统甚至箭上互相通用，让火箭与不同
任务自由搭配，实现快速反应、按时完成。

“快响利箭”——

箭指商业航天新领域

凭借发射准备时间短的优势，长

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成为越来越多科学

试验卫星和商业卫星发射的首选，

2018 年，预计将执行 4 次商业航天发

射任务

1 月 19 日，以“一箭六星”方式发射的
长征十一号火箭成功实现了首次“全商业”
发射，将 6 颗商业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作
为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唯一的一型固
体运载火箭，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凭借发
射准备时间短的优势，被誉为“快响利
箭”。2018 年，长征十一号火箭预计将执
行发射欧比特卫星、吉林一号卫星等 4 次
商业航天发射任务。

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征十一
号火箭总指挥杨毅强介绍，近年来，随着科
学试验卫星和商业卫星市场的蓬勃发展，

“小体格”“快响应”的卫星发射需求越来越
大，快速、灵活、高可靠的长十一火箭正在
成为越来越多科学试验卫星和商业卫星发
射的首选。

“2018 年，长十一火箭预计有 4 次发
射任务，将是之前两年发射任务总和的 2
倍。”杨毅强说，对于一型新研火箭来说，全
年4次的“高密度”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据
介绍，在前期商业航天发射中，火箭研制团
队与商业卫星研制团队合作，进行了一系
列优化流程应对商业航天市场的探索，逐
步打通了商业发射的全流程。“未来，火箭
研制团队还将研制更大规模的商业型固体

运载火箭，力争形成运载能力更大、发射成
本更低、发射周期更短的能力。”杨毅强说。

多措并举——

应对新挑战

为应对高密度发射任务，研制团

队采取了多种手段系统分析、全面策

划，并创新提出了“去任务化”的管理

方法，实现“产品化”式的研制进程

一年 14 次发射，长三甲，一个单一系
列的火箭一年发射次数将接近中国 2017
年全年火箭发射的总和。为此，研制团队
采取了多种手段系统分析、全面策划。

据岑拯介绍，从今年初开始，研制队伍
就针对顶层策划及综合管理、生产瓶颈解
决、产品质量保证与控制、产品组织管理和
人员等 4 个方面，共梳理出 34 条应对措
施。在研制队伍的努力下，目前，已具备

24天总装一发火箭的能力。
从全年的发射计划来看，长三甲系列

火箭平均26天就要进行一次发射。而且，
生产现场通常有 2至 3发火箭并行开展工
作。“如果不从生产管理上想办法，年度计
划将没有任何余量。”岑拯说。因此，研制
团队创新提出了“去任务化”的管理方法。

据介绍，之前的火箭研制和生产通常
都是围绕一次具体的发射任务进行。“‘去
任务化’就是指实现火箭各个单机、系统和
整箭的产品化、通用化、组批量生产。”岑拯
解释说，“‘去任务化’意味着单级火箭、单
发火箭完成总装后，可以灵活调整其承担
的发射任务，只要卫星和火箭接口保持一
致，针对具体任务调整软件即可满足发射
任务需求”。

目前，这种“产品化”式的研制进程正
在长征系列火箭研制一线推广、调整；未
来，“流水线”式的火箭生产总装方式有望
成为现实。

今年将执行以北斗卫星组网、嫦娥四号探月为代表的35次发射任务——

长征火箭高密度发射探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日前，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及
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
星”方式成功发射第二十八、二
十九颗北斗导航卫星。长征三号
乙运载火箭 （及远征一号上面
级） 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所属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
抓总研制，今年 1 月 12 日以来，
短短一个月，它先后两次“一箭
双星”发射，成功将4颗北斗卫
星送入太空。这也是 2018 年以
来，长征系列火箭完成的第七次
成功发射。如此高密度的发射究
竟是如何实现的——

长征五号、长征七号作为支撑我国航
天强国建设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将于2018
年迎来新的挑战。

作为我国空间站建设的货运专车，长
征七号火箭在2017年成功将“天舟一号”
货运飞船送入太空。2018年，长征七号虽
然没有发射任务，但也需要为未来繁重的
任务做好准备。据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长征七号火箭总指挥王小军介绍，研制
团队今年将在前两次成功发射的基础上，
创新方法，进一步提升火箭的产品可靠性，

为未来我国空间站建设阶段发射货运飞船
做好充分准备。

此外，备受瞩目的长征五号也将在
2018年迎来“复出”。作为我国目前运载
能力最大的火箭，长征五号肩负着未来我
国探月三期工程、载人航天、火星探测等重
任。根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全年宇航发射
计划，长征五号将在 2018 年执行发射任
务。未来，新一代运载火箭也将迎来批量
生产阶段，为支撑我国航天强国建设提供
更为广阔的舞台。 （姜天骄）

新一代运载火箭蓄势再出发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
发行业委员会日前发布了《以药物创新应
对癌症的挑战2018报告》。报告揭示了全
球及中国目前严峻的癌症疾病负担，以及
加强药物创新对于减轻社会疾病负担的多
重积极意义。业内专家呼吁，我国政府、民
间组织、企业和个人应携手努力，加快癌症
新药研发进程，积极提高癌症新药的可及
性，加速推进实现中国癌症防治的目标。

2015 年中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
新发癌症病例达 429 万例，占全球新发病
例的 20%，其中死亡 281 万例。与发达国
家相比，我国癌症患者生存率提升进度略
显缓慢。

报告显示，中国癌症患者的 5 年生存
率在2015年预估为36.9%，而美国2012年
的数据为70%。通过癌症综合干预、筛查和
早诊早治来减轻癌症疾病负担、治愈或大
幅度延长患者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是现
阶段中国在癌症防控领域的首要任务。

此外，我国癌症患者生存率提升相对

缓慢，是因为我国癌谱与发达国家存在较
大区别。报告显示，发达国家前列腺癌和
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显著高于我国，我国
的上消化道系统癌症，如胃癌、肝癌、食道
癌发病率远远高于美国。“中国人易患的食
管癌、胃癌等疾病均为世界性难题，相关新
药临床试验容易失败。30 多年来，仍无有
效的化疗药物或靶向药物能够治疗食管
癌，而治疗胃癌的靶向药物也仅有一种。”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琳指出。

癌症防治给患者家庭和社会医疗体系
带来沉重负担。近几年来，我国的卫生总
费用投入不断增加，2016 年总计达 7000
亿美元，占GDP的6.2%。“最新研究报告显
示，结直肠癌和食管癌在中国城市地区的
人均就诊负担最重，约为 1万美元；肺癌和
胃癌患者的负担次之，约为 9900 美元；肝
癌和乳腺癌的人均就诊支出相近，约为
8500美元。”沈琳指出。

要改善癌症患者的治疗和生存质量，
减轻社会疾病负担，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创

新药物研发。报告指出，美国近期癌症患
者的 5 年生存率已经比 1975 年提高 41%，
其中83%的生存率延长归功于包括创新药
在内的新疗法。“从手术、化疗、靶向治疗到
最新的免疫肿瘤治疗、基因疗法等创新疗
法，使癌症治疗有了显著进展。”诺华肿瘤

（中国）肿瘤医学部副总裁赵燕表示。
“根据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

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共有超过 800 种癌症
药物正在研发，其中 73%的药物针对个体
化治疗。”罗氏制药中国医学部副总裁张方
直表示，“个体化医疗将引领未来肿瘤创新
治疗的新方向。它通过确定特殊的基因标
记物，加之结合传统临床试验数据、先进诊
断检测数据和真实世界数据，不但可为每
位肿瘤病人提供最适合、有效的治疗方法，
延长生存时间、提升生活质量，也会促进未
来创新药物的研发效率”。

然而，2010 年至 2014 年，我国在全球
癌症新药可及性的排名远不及美国和英国
等发达国家，49 个新药中仅有 6 个在我国

上市。“药企研发决策的基础是对患者流行
病学的清晰认知和对疾病自然病程的充分
了解，但由于我国特发高发癌症数据不清
晰、学科划分未明确，企业缺乏研发基础。”
沈琳介绍，从数据层面看，不同机构公布的
癌症数据往往存在差异，数据不统一、数据
源不明确给企业决策带来困惑，影响了药
企研究中国特发高发癌症用药的信心。

“创新药的研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
跨学科的科学家之间和药企之间加强合
作。加大癌症新药研发力度、提高癌症新
药可及性，需要政府、制药企业、医院和医
务人员共同努力。”沈琳表示，报告指出了
未来癌症创新药物研发的 3 个方向：一是

“血管生成抑制剂”，肿瘤是需要血管来生
长和扩散的，抑制剂可防止新血管的生成；
二是“基因治疗”，研究者发现癌症会根据
基因的变化而改变，将这些表现遗传学标
记作为治疗标靶，可实现癌症相关联特定
基因的开启或关闭；三是“免疫疗法”，如癌
症疫苗。

《以药物创新应对癌症的挑战2018报告》显示——

未来癌症创新药物研发有三大方向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

报道：近日，《细胞生物化
学》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
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
所王成树研究组的最新研
究成果：虫草素伴随保护
分子喷司他丁的生物合
成。该研究完整解析了虫
草素在蛹虫草中的生物合
成机理，并首次发现蛹虫
草能够合成抗癌药物——
喷司他丁，该化合物被用
来保护所合成虫草素的结
构稳定性。

自然界中，能够感染
杀 虫 的 广 义 虫 草 菌 有
1000多种，它们在昆虫种
群的自然调控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其中，以冬虫夏
草、蛹虫草和蝉花等为代
表的虫草具有悠久的食药
用历史，具有抗癌、提高免
疫力、抗菌及抗疲劳等多
种生物活性。然而长久以
来，其相关活性成分多数
并未研究清楚。

其中，腺苷类系物虫
草素最早于 1950 年在蛹
虫草中被发现鉴定，具有
抗菌、抗虫及抗癌等生物
活性，但合成机理未知。
喷司他丁则最早于 1974
年在细菌中被鉴定，是腺
苷 脱 氨 酶 的 强 抑 制 剂 ，
1991年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成为
抗毛细胞白血病的商业药物。

王成树研究组在完成蛹虫草基因组研究的基
础上，通过生物信息分析及基因功能研究，完整解
析了虫草素生物合成的分子机理，并首次发现，蛹
虫草能够由同一基因簇共同合成虫草素及喷司他
丁。这两种腺苷类分子在功能上扮演着“保护者
—被保护者”的作用，也就是说，虫草素在被合成
的同时，蛹虫草会合成一个保护其稳定性的分子。

此外，研究组还发现，蛹虫草只有在蚕蛹上生
长时，才会合成高水平的虫草素。但虫草素含量
过高时，能引起细胞毒性，真菌会相应启动解毒机
制。这暗示着对于人类来说，也不易摄入过量的
虫草素。

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色谱验证分析研究证
明，冬虫夏草和蝉花等其他种类的虫草菌不能合
成虫草素及喷司他丁。但利用获得的合成基因，
异源表达可以实现由酵母菌合成虫草素，并在蛹
虫草中高水平地合成虫草素和喷司他丁，为这两
种活性成分的高效利用奠定了技术基础。

据悉，该研究成果为蛹虫草的抗癌活性提供
了分子证据，并证明了冬虫夏草等其他虫草菌不
能合成虫草素，也不能合成喷司他丁，这为以生物
学技术高水平合成虫草素和喷司他丁提供了基因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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蛹虫草在柞蚕上的生长形态。

▲ 2月12日，长三乙

远征一号火箭“一箭双星”

成功发射北斗三号卫星。

本报记者 姜天骄摄

◀ 为确保长征十一号火箭

首次全商业发射成功，科研

人员作好了充分准备。

（资料图片）

长征五号火箭首飞现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