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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推荐单位：四川省医学会

推荐意见：                                                                  

    肺癌是目前国内外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所有肺癌患者中约 80%是非

小细胞肺癌，其中 60%以上的患者需要接受放疗。近年来放疗设备和放射物理技术

明显进步，但治疗效果仍远远低于人们的临床预期。 因此作为 NSCLC 治疗的重要

手段，如何进一步提高放疗疗效，成为当前被关注的焦点。

    该课题组以术后病理大切片和术前在体肿瘤、术后肿瘤标本即刻影像的双影像信

息为技术手段，分别验证 PET/CT 图像上 18F-FDG 高摄取区和 18F-FLT 摄取区与在

体、病理肿瘤组织高代谢活性和增殖活性区域空间位置的一致性，从而获得代谢和

增殖显像指导 NSCLC 个体化放疗生物亚靶区剂量雕刻的理论基础；并进一步明确各

示踪剂的最佳显像时间点，优化代谢和增殖显像引导 NSCLC 放疗过程中的生物靶区

勾画和局部加量，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个体化放疗靶区的剂量雕刻。

    经过一系列研究，首次国内外精确验证 PET/CT 图像上 18F-FDG 高摄取区和 18F-

FLT 摄取区与 NSCLC 在体肿瘤组织代谢活性和增殖活性区域三维空间位置的一致性；

首次国内外确定 NSCLC 放疗过程中指导生物亚靶区局部加量时 18F-FDG 和 18F-FLT

PET/CT 显像的最佳时间点；首次国内外优化代谢和增殖显像引导 NSCLC 放疗过程

中生物亚靶区的勾画和局部加量，并将两者有机结合进一步指导放疗靶区的勾画和

剂量提升。并在国际、国内学术刊物发表了非常有价值的代表性中英文论文 20 篇，

其中 17 篇为 SCI 收录论文，3 篇中文核心期刊，其研究成果和方法已在山东、重庆、

山西、四川第全国多家大型综合三甲医院得到推广应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我单位认真审核项目填报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同意推

荐其申报 2021 年中华医学科技奖。

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临床医学肿瘤放射治疗学领域。我国非小细胞肺癌每年新发病例约 65.3

万例，死亡病例约 59.7 万例。放疗是非小细胞肺癌重要治疗方式，而提高非小细胞

肺癌放疗疗效的关键在于对患者分子生物特征个体化的研究。项目组在一系列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以术前肿瘤活体显像、术后病理和瘤体标本实时影像为技术

手段展开了非小细胞肺癌放疗与分子影像结合个体化治疗的系统研究。取得以下创

新性成果：

       一、通过功能分子影像与肿瘤分子病理的系列对照研究，确定了影像学勾画原

发灶和转移淋巴结靶区的参数，完善了非小细胞肺癌放疗靶区的精确勾画方法，实

现了真正意义上个体化放疗靶区的剂量雕刻。

       二、项目组以连续大切片病理为金标准,确定了应用 18F-FDG PET/CT 糖代谢成

像和 18F-FLT 增殖显像勾画肺癌、肿瘤周边微浸润范围及纵隔淋巴结靶区的技术参

数 。在国内外首次验证 PET/CT 图像上 18F-FDG 高摄取区和 18F-FLT 摄取区与非小

细胞肺癌在体肿瘤组织代谢活性和增殖活性区域三维空间位置的一致性。

       三、首次确定非小细胞肺癌放疗过程中指导生物亚靶区局部加量时 18F-FDG 和



18F-FLT PET/CT 显像的最佳时间点,提高了靶区勾画的准确性,有效地避免了靶区漏

照与正常组织过多照射。

       四、在国内外首次优化代谢和增殖显像引导非小细胞肺癌放疗过程中生物亚靶

区的勾画和局部加量。与传统的解剖图像引导放疗相比，精确度明显提升;且突破靶

区内均一、静态照射模式，在降低正常组织器官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同时提高了肿瘤

局部控制率，极大地提高了患者的治疗效果。项目组在 PET/CT 指导肺癌靶区勾画的

2000 多例患者中，与传统的 CT 影像下勾画靶区的常规模式相比，5年局部控制率

提高了 15个百分点，5年生存率提高了 7 个百分点，同时放射性肺炎发生率降低

12 个百分点,这对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放疗计划的制定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项目发表代表性论文 20 篇，其中 SCI 17 篇。论文总引用频次 261 次，单篇

最高引用频次为 69次，总影响因子57.776 分，单篇最高影响因子为 7.36 分,得到

了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同。培养了 20余名博士、硕士以及青年科技人才。其研究成

果已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等全国多家大型

综合三甲医院推广应用，效果明显，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经第三方评价机构评

定认为“研究成果达国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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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课题项目立项、方案讨论、试验、归纳、总结、检索、鉴定的全过程。在课题研

究、实施过程中，制定方案、组织工作并进行指导。在与协作单位合作方面，积极

联系，得到了各个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始终关注和强调课题的工作进展情况、处

理方案、试验结果以及社会效益，对该项目得研究成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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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课题试验、归纳等过程。在课题研究、实施的过程中，认真进行方案比选，采集、

整理数据，归纳，总结方法。在与协作单位合作方积极联系，对该项目的研究成果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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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项目的贡献：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负责总体技术方案制

定、技术内容分析、可行性研究、技术路线确定等。针对非小细胞肺癌个体化治疗

要求，与全国多家三级综合型医院，组建了 PET/CT 指导下的非小细胞肺癌个体化

治疗的创新研究团队，研究结果表明：PET/CT能指导 NSCLC 个体化放疗生物亚靶

区的剂量雕刻，并通过明确各示踪剂的最佳显像时间点，优化代谢和增殖显像引导

NSCLC 放疗过程中的生物靶区勾画和局部加量，实现真正意义上个体化放疗靶区的

剂量雕刻。技术成果在全国多家三级综合型医院全面推广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

效应。

单位名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排名：2

对本项目的贡献：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作为第二完成单位，协助西南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方案制定、技术内容分析、可行性研究、技术路线确定，以及

试验、归纳及技术的推广应用等，研究结果提示 PET/CT能指导并优化 NSCLC 个体

化放疗生物亚靶区的勾画和局部加量，考虑到照射靶区内各区域的生物差异以及这

些差异在放疗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实现真正意义上个体化放疗靶区的剂量雕刻。技

术成果在全国多家三级综合型医院全面推广应用，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