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医学科技奖拟推荐项目公示

1.推荐奖种 医学科技奖 二等奖

2.项目名称 晚期前列腺癌免疫联合多模态诊疗技术的创立与临床应用

3.推荐单位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推荐意见

该项目合理设计多模态免疫治疗策略，有望实现更高效的肿瘤治疗效果。（1）申报

人提供了一种利用抗肿瘤骨转移的双膦酸盐药物与免疫治疗联合使用的方法，极大提高

了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效果，尤其对晚期的前列腺肿瘤。（2）基于操作的简便以及便宜的

价格，在后期临床患者中我们用胸腺素α1（thymosin α1, Tα1）联合维生素 C 进行

体内扩增免疫细胞，同样取得了良好的疗效。（3）系统阐明了免疫联合治疗的作用机制。

该项目的研究为晚期前列腺癌免疫联合多模态诊疗技术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奠定坚实的

理论基础，使该联合治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4）基于微量元素硒的营养干预特性，有

效的抑制前列腺癌细胞增殖，引起免疫原性死亡，进而激活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推进

了微量元素在抗肿瘤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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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申报第五届广东医学科技奖。

5.项目简介

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 PC）是男性泌尿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新型的

联合用药作为一种急需的治疗方式，与常规肿瘤治疗联合或替代传统疗法来重新启动机

体正常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特异、持续的识别并清除全身肿瘤细胞，最终阻止肿瘤

转移与复发。因此，合理设计多模态免疫治疗策略，有望实现更高效的肿瘤治疗效果。

申请人提供了一种利用抗肿瘤骨转移的双膦酸盐药物与免疫治疗联合使用的方法，并辅

以微量元素硒的干预，极大提高了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效果，尤其对晚期的前列腺肿瘤。

在后期临床患者中我们用胸腺素 α1（thymosin α1, Tα1）联合维生素 C 进行体内扩

增免疫细胞，同样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因此，进一步研究了联合免疫治疗对癌症免疫调

节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主要的技术内容包括：（1）研究唑来膦酸增强细胞因子诱导的杀

伤细胞（CIK 细胞）对前列腺肿瘤细胞的杀伤能力，联合用药可显著的引起肿瘤细胞

周期阻滞作用，使肿瘤细胞阻滞在 G1 期，从而抑制前列腺癌的进展；（2）研究唑来

膦酸联合胸腺素 α1 和维生素 C 有效抑制 PC患者的肿瘤进展，主要表现为肿瘤体积

的缩小，血清 PSA水平的下降；通过调节肿瘤的免疫微环境从而抑制肿瘤的生长，主

要表现为对 T细胞的调节。（3）研究唑来膦酸联合有机硒增强对前列腺癌的杀伤能力，

其潜在作用机制是诱导肿瘤细胞产生过量 ROS，从而导致细胞死亡。（4）基于微量元素

硒的营养干预特性，有效的抑制前列腺癌细胞增殖，引起免疫原性死亡，进而激活机体

抗肿瘤免疫反应，推进了微量元素在抗肿瘤领域的应用。基于本项目的研究结果申请授

权发明专利 4件：专利 1提供了一种利用抗肿瘤骨转移的双膦酸盐药物与 CIK细胞免

疫治疗联合使用的方法，极大提高了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效果，尤其对晚期的前列腺肿瘤

（一种抗肿瘤的联合用药, ZL 201710052841.0）；专利 2研究了唑来膦酸联合有机硒增强

对前列腺癌的杀伤能力，其潜在作用机制是诱导肿瘤细胞产生过量 ROS，从而导致细胞

死亡（唑来膦酸和有机硒化合物联用在制备抗肿瘤药物中的应用, ZL 201910196152.6）；
专利 3提供纳米硒作为 CIK细胞增敏剂的应用，是将纳米硒作为 CIK细胞增敏剂辅助

CIK细胞进行应用（纳米硒作为 CIK 免疫治疗增敏剂的应用. ZL 201710058192.5）；专

利 4提供了多功能含硒纳米药物作为 NK 细胞增敏剂的应用（一种能增敏 NK 细胞的

组合物及应用，ZL 202010355631.0）。其中专利实施许可 1件（许可金额 150 万元，



ZL 201710052841.0）。本项目的研究为晚期前列腺癌免疫联合多模态诊疗技术在临床上

进行推广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免疫联合治疗在临床治疗中的协同作用提供了新的

启示，促进了免疫联合治疗在前列腺癌治疗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推广其临床应用。这一联

合方案使达到相同治疗效果所需的经费极大降低，相比其他传统治疗，既可保持其较高

的安全性又显著地提高了其治疗效果。未来在临床应用中，在改善病人的生存期和生存

质量的同时，降低了治疗费用。因此，该项目的研究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

6.客观评价

前列腺癌（Prostate cancer, PC）是男性泌尿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新型的联合

用药作为一种急需的治疗方式，与常规肿瘤治疗联合或替代传统疗法来重新启动机体正

常的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特异、持续的识别并清除全身肿瘤细胞，最终阻止肿瘤转移

与复发。因此，合理设计多模态免疫治疗策略，有望实现更高效的肿瘤治疗效果。（1）
申报人提供了一种利用抗肿瘤骨转移的双膦酸盐药物与免疫治疗联合使用的方法，极大

提高了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效果，尤其对晚期的前列腺肿瘤。（2）基于操作的简便以及便

宜的价格，在后期临床患者中我们用胸腺素α1（thymosin α1, Tα1）联合维生素 C进

行体内扩增免疫细胞，同样取得了良好的疗效。（3）系统阐明了免疫联合治疗的作用机

制。该项目的研究为晚期前列腺癌免疫联合多模态诊疗技术在临床上进行推广奠定坚实

的理论基础，使该联合治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4）基于微量元素硒的营养干预特性，

有效的抑制前列腺癌细胞增殖，引起免疫原性死亡，进而激活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推

进了微量元素在抗肿瘤领域的应用。

7.推广应用

情况

申报人提供了一种利用抗肿瘤骨转移的双膦酸盐药物与免疫治疗联合使用的方法，并辅

以微量元素硒的干预，极大提高了对肿瘤细胞的杀伤效果，尤其对晚期的前列腺肿瘤。

该联合治疗技术已推广至本院的前列腺肿瘤患者，结果显示可以显著地抑制晚期前列腺

癌的进展，主要表现为核磁共振结果显示联合治疗患者的肿瘤相对面积显著降低；PC
患者血清中前列腺特异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 PSA）和前列腺酸性磷酸酶

（prostatic acid phosphatase, PAP）的水平显著降低，并且它们的表达保持在相对较低的

水平。其中的成果之一：一种抗肿瘤的联合用药物的授权专利（ZL 201710052841.0）已

于 2020 年 5 月 31 日转让给暨赛再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进行大规模生产该

专利技术中涉及的一种联合用抗肿瘤药物，有效期为 2020 年 5 月 31 日到 2023 年

5 月 31 日，产生了客观的效益，使更多的前列腺癌患者受益。

8.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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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完成人

情况，包括

姓名、排名、

职称、行政

职务、工作

单位、完成

单位，对本

项目的贡献

1.赵建夫（职称：主任医师/副教授；行政职务：暨南大学肿瘤诊疗研究中心主任/暨南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放疗科主任；完成单位：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单位：暨

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科；主要贡献：为本项目的第一完成人，在长期的临床工作积

累中，对传统的抗癌综合技术运用醇熟，擅长于前列腺癌的诊治，并设计了唑来膦酸联

合免疫治疗，辅助硒元素的临床治疗策略（主要科技创新点一和二）。创立难治性肿瘤

MDT 门诊，在复杂的中晚期抗癌的临床工作上积累了多种难治性肿瘤的逆转案例，拥

有两个瘤种的临床治疗专利技术，从营养、免疫微环境以及相关因素对患者内环境改善

方面开展临床工作。

2.刘婷（职称：副研究员；完成单位：暨南大学；工作单位：暨南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

主要贡献：作为本项目的第二完成人，擅长基于硒纳米材料的合成以及其在抗肿瘤免疫

治疗中的应用（主要科技创新点三）。

3.唐勇（职称：教授；行政职务：系主任；完成单位：暨南大学；工作单位：暨南大学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主要贡献：作为本项目的第三完成人，主要贡献在于建立外周血中

CD4+和 CD8+ T细胞的检测方法（主要创新点一）

4.许利耕（职称：教授；行政职务：无；完成单位：暨南大学；工作单位：暨南大学化

学与材料学院；主要贡献：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第四完成人，致力于硒与免

疫治疗的研究，分析硒对人体免疫系统以及肿瘤微环境中免疫细胞的影响（主要科技创

新点三）。

5.陈敏锋（职称：副研究员；行政职务：无；完成单位：暨南大学；工作单位：暨南大

学药学院；主要贡献：对本项目的贡献：作为本项目的第五完成人，主要贡献在于联合

制剂在前列腺癌治疗中的应用（主要创新点一）。

6.全强（职称：主治医师；行政职务：无；完成单位：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工作单

位：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科；主要贡献：作为本项目的第六完成人，主要贡献在

于联合治疗在前列腺癌中的应用以及临床样本分析与研究（主要创新点一）。

7.孙智婷（职称：无；行政职务：无；完成单位：暨南大学；工作单位：暨南大学第一

临床医学院；主要贡献：作为本项目的第七完成人，主要贡献在于联合治疗在前列腺癌

中的应用以及临床样本分析与研究（主要创新点一）。

8.肖威（职称：助理研究员；行政职务：无；完成单位：暨南大学；工作单位：广东省

第二人民医院；主要贡献：作为本项目的第八完成人，主要贡献在于建立外周血中 CD4+
和 CD8+ T细胞的检测方法（主要创新点一）

9.刘畅（职称：助理研究员；行政职务：无；完成单位：暨南大学；工作单位：暨南大

学化学与材料学院；主要贡献：作为本项目的第九完成人，主要贡献在于合成含硒纳米

材料并研究其联合免疫治疗的效果（主要创新点三）。

11. 完成单

位情况，包

括 单 位 名

称、排名，

对本项目的

贡献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一完成单位，暨南大学第一医院对本项目的贡献：临床应用

和相关成果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完成。

暨南大学，第二完成单位，对本项目的贡献：基础研究在暨南大学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