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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医学部吴扬哲及尹芝南团队在CMI发文：γδT细胞治疗晚期肿瘤再获突破
发布时间：2020-09-21 发布单位：生物医学转化研究院

  根据中国癌症中心的报告，我国目前每年新发肿瘤人数超过380万，死亡人数超过229万。由于各类污染因素、食品安

全、人们生活习惯改变等多方面的原因，该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未来数年内很可能不会下降，甚至可能不断上升。虽然情况

不容乐观，但近年来在肿瘤治疗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我们知道，传统的肿瘤治疗包括手术、化疗、放疗等

三类，相对新的治疗策略有基因治疗、靶向治疗、内分泌治疗等。但是，更新、更有前途的治疗方案是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包括抗体治疗、细胞治疗、肿瘤疫苗等。抗体治疗的突破性进展是免疫检查点疗法（如PD-1/PD-L1等）。细
胞治疗的最大进展是嵌合抗原受体技术的应用（CAR-T细胞）。就细胞疗法而言，目前的CAR-T细胞疗法一方面价格昂贵
（>30万美元）,另一方面是在实体瘤的治疗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是否既有广大肿瘤患者在经济上能够负担得

起，又能对实体瘤具有疗效的细胞疗法呢？为实现这一目标，暨南大学医学部生物医学转化研究院吴扬哲副教授和尹芝南

教授研发团队进行了多年的探索性研究。

近期，他们的研究终获突破，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可。

2020年9月16日Nature出版集团的学术期刊“Cellular & Molecular Immunology”在线发表了尹芝南教授和吴扬哲副教授
研发团队在γδ T细胞治疗晚期肿瘤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的研究采用了全新的抗肿瘤细胞治疗策略，即，健康人来源
的异体Vγ9Vδ2 γδ T细胞。该细胞无需基因工程改造，功能健康、杀伤力强大，成本相对低廉，是肿瘤特别是晚期实体肿
瘤患者的又一新希望。

首先，该研究解决了在体外大量、选择性扩增Vγ9Vδ2T细胞的关键技术问题。所培养的细胞具有更高的抗肿瘤活性，
且无需基因改造，可以实现大规模生产，为患者提供即时应用（off-the-shelf）、低费用负担的细胞产品。

其次，他们首次在国际上通过临床研究证明了健康人来源的异体γδT细胞在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该研究组通过
对132例晚期肿瘤患者进行共计414次细胞回输治疗，消除了领域内多年来对异体γδT细胞用于临床的安全性的担忧。他们
的研究发现，异体γδT细胞回输没有发生一例严重副作用，仅有部分患者产生了一过性的轻微临床反应。如，在414次回输
中，低烧发生率有6.3%（均低于39度），红疹1%，腹泻1.7%，恶心/呕吐4.3%，疲乏12.6%。这些反应无需额外治疗或处
理，24小时内自动恢复。这证明了异体γδT细胞具有良好的临床安全性。

特别重要的是，在这132例接受治疗的志愿患者中，有8例晚期肝癌和10例晚期肺癌患者，所进行的细胞治疗次数均在
5次或以上。治疗后截止2020年6月的跟踪观察表明，8例肝癌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延长到23.1个月（最长35个月），其中3
人尚健在；10例肺癌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延长到19.1个月最长33个月），其中2人健在。如下图所示。这初步证明了异体
γδT细胞在实体瘤治疗方面具有的疗效，具有极大的临床应用前景和价值，将成为肿瘤患者的又一福音。但是，研究者们
认为还需要更多临床治疗病例、并且入组的患者队列标准更加统一，以此更科学的证明异体γδT细胞在肿瘤临床治疗中的
有效性。最终服务于肿瘤患者。

该研究由暨南大学生物医学转化研究院的吴扬哲副教授和尹芝南教授共同领导，暨南大学附属复大肿瘤医院徐克成主

任团队、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涂文伟教授团队、德国基尔大学Dieter Kabelitz教授团队等协作完成。
徐艳博士、向征博士、Mohammed Alnaggar（阿龙）博士、Léonce Kouakanou博士、黎嘉伟、何均仪为该论文共同第

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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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吴扬哲，理学博士，暨南大学生物医学转化研究院及暨南大学附属珠海市人民医院副研究员。曾在美国犹他州立大学及伊

利诺大学芝加哥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归国后主要从事人γδ T细胞抗肿瘤的基础及临床应用相关研究，详细见：
https://btree.jnu.edu.cn/main.htm (https://btree.jnu.edu.cn/main.htm；
https://faculty.jnu.edu.cn/swyxzhyjy/wyz/list.htm)； (https://btree.jnu.edu.cn/main.htm；
https://faculty.jnu.edu.cn/swyxzhyjy/wyz/list.htm)https://faculty.jnu.edu.cn/swyxzhyjy/wyz/list.htm
(https://btree.jnu.edu.cn/main.htm；https://faculty.jnu.edu.cn/swyxzhyjy/wyz/list.htm)。已在专业学术期刊（如：Cell Mol
Immunol，J Immunother Cancer，J Nanobiotechnol，Int J Nanomedicine，Biomaterials，J Nanobiotechnol，Analyst（封面文
章），Phys Chem Chem Phys（封面文章），Anal Chem，Cancer Lett，Chem Commun等）上发表中、英文科研论文65篇。
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项(201811580040.2)；申请国家发明专利13项，申请PCT(PCT/CN2019/075491)专利1项。此外，还担
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免疫治疗工程分会委员、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细胞治疗质量控制与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

省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研究会医学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社会职务。

尹芝南，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免疫学博士，暨南大学生物医学转化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附属珠海市人民医院学术总监。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层次海外留学归国创业
人才，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百千万”人才工程“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1）
小鼠γδ T细胞生物学；（2）人γδ T细胞与疾病；（3）小分子药物筛选与机制研究；（4）肠道菌群与免疫系统相互作
用；（5）CD4 T细胞mTOR、miR-146a 等关键基因的调节功能研究；（6）免疫分子与心理学相互关系研究等。

• 地址: 广州市黄埔大道西601号 暨南大学北门梁仲景楼8、9楼，生物医学转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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