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影视作品中，常有主人公
因白血病发作不治身亡的情节。
白血病真的是无法救治的绝症
吗？宁波市第一医院血液科张萍
副主任医师用她接手的病例数据
表明，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对急
性白血病可以达到约70%的治
愈率，即使是难治性白血病，也并
非完全无计可施。

造血干细胞移植俗称“骨髓
移植”。移植前，首先要为患者找
到合适供体，需进行HLA配型，
10个位点全匹配，叫做全相合，
一半匹配则为半相合。在血缘亲
属中，只有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
有25%的机会全相合。如果不
匹配，就只能在中华骨髓库找到
合适的供体。

在骨髓库配型成功的几率好
比大海捞针，但病人的情况却等不
起。张萍所在的血液科团队勇于
尝试，用半相合技术解决了供体问
题。半相合移植的供体条件以往
局限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随着
移植技术的进步，半相合的范围也
扩大到了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
等旁系亲戚。同时，团队学习国内
外先进骨髓移植中心的最新方案，
积极探索多种移植技术。

48岁的金先生（化名）患有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多年，之前一
直在上海治疗。医生告诉他，只有
移植才能治好他的病，但父母年
长、儿子又太小，骨髓库里更是没
有合适的供体，只能边治边等。

几个月前，他的病情突然加
重，家人就近将他送到了宁波市
第一医院。张萍接诊后发现金先
生已经发展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提出了进行旁系半相合造血
干细胞移植的建议。

“上海医生都说没法移植，这
样真的可以吗？”听到这个消息，金
先生和家人十分意外。得知可以
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救家人性命，
5个堂兄妹第一时间赶来配型。最
终，堂哥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为金先生做移植风险不小，
属于挽救性移植。旁系半相合风
险高、易排异，对医生的水平和患
者的意志都是考验。幸运的是，
在张萍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移
植成功。如今，金先生已经回到
工作岗位。

2011年，张萍博士毕业刚工
作时，科室只有2个移植仓，一年
最多完成 20 例移植。到 2016
年，移植仓增加至7个，现在每年
平均完成1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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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血液病患者

摆脱
绝症
梦魇

这四位血液科医生
个个有高招

血液是人体的“生命
源泉”，当负责运输养分
的血液“变质”了，牵一
发而动全身，对身体每
个细胞来说都是威胁。
宁波血液科的起步不算
早 ，但 一 直 在 迎 头 赶
上。今天要介绍的 4位
血液科专家和他们的团
队，一直引领着全市血
液科发展的新方向，孜
孜不倦地在血液病学的
研究探索之路上不断奋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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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26年，宁大附属人民医
院（鄞州人民医院）副院长、血液
病中心常务副主任陆滢有着十分
耀眼的履历：34岁，她担任宁波
大学医学院硕士生导师；37岁，
晋升主任医师；40 岁，被评为
2015年宁波市科技领军拔尖人
才第一层次；42岁，获得2017年
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不久前，她又创下宁波血液
肿瘤患者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年
龄最大的纪录。

77岁的王阿姨大腿根痛得
连路都走不了，经过活检被确诊为
多发性骨髓瘤，这是一种血液系统
恶性肿瘤。接受了陆滢制定的系
统性化疗后，王阿姨走路不痛了，
化验指标也恢复了正常水平，可以
进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原理
是最大限度地杀灭患者体内的肿
瘤细胞，将自己预先采集并保存
的造血干细胞重新回输到体内，
以重建患者造血和免疫功能。对
于高龄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自
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技术难点，
在于采集足量干细胞以及安全度
过骨髓抑制期。有经验的移植中
心会根据患者的病情需要以及体
能情况开展。

刚听到“移植”两字时，王阿
姨直摇头，觉得自己已经这把年
纪没有必要去“冒险”。陆滢解
释，一般情况下，进行自体造血干
细胞移植的多发性骨髓瘤病人都
在65岁以内，但是移植能否进
行，年龄并不是最重要的。如果
体能状态良好，接受造血干细胞
移植可进一步提高疗效，改善生
活质量以及延长生命。最终，王
阿姨决心一试。

进入到移植仓后，王阿姨顺
利度过预处理化疗，在骨髓抑制
期间也未发生严重的感染、出血
等并发症，在干细胞回输到体内
的第12天，造血功能就恢复正
常，按时出仓。

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陆滢
团队目前还成功完成了全市年龄
最大（72 岁）的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手术，让高龄不再成为移
植禁忌。

陆滢的忘我付出也带动了整
个团队，自2014年陆滢以“人才
引进”方式担任鄞州人民医院血
液科主任以来，该院血液科各项
指数和学科业务量明显增长，科
室也因此获评省市共建重点学
科。

淋巴瘤是一种起源于淋巴造
血系统的常见恶性肿瘤，也是近
年来发病率较高的肿瘤之一，难
治且易复发。更头疼的是，因为
是发生在淋巴系统的肿瘤，而淋
巴系统遍布全身，除了头发和指
甲外，身体的任何部位、器官，甚
至包括心脏、大脑，都可能发生淋
巴瘤，且表现形式千差万别，被称
为“千面肿瘤”。

2014年，宁波市第一医院建
立起全市首个血液科淋巴瘤亚专
科。在负责人盛立霞的不断努力
下，如今这个亚专科对淋巴瘤的
诊治技术更为精进，在淋巴瘤专
科人才培养上也颇具特色。

淋巴瘤和白血病一样，都属
恶性血液肿瘤，但它不太为人们
所熟知，许多患者及家属甚至都
不知道应该到血液科就诊。盛立
霞说了一组令人遗憾的数据：超
过50%的淋巴瘤患者要经过多
家医院多个科室的辗转才能得以
确诊，43%的淋巴瘤患者曾经遭
遇过误诊。

2020 年春节疫情期间，当
42岁的付女士(化名)被120送到
宁波市第一医院急诊科时，情况
危急：血小板掉至个位数，血色素
只有4克，白细胞严重超标。原
来，她是一位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患者，半年前在宁波确诊后坚
持前往上海治疗，但效果不佳。
回家后，病情恶化。

盛立霞带领团队对付女士的
病情进行评估后，制定了全面的
治疗方案，加强支持治疗配合靶
向药。半个月后，付女士的各项
指标逐渐好转，能下床走路了。
两年多过去了，目前付女士病情
控制得很好，还经常用自己的康
复经历鼓励其他患友。

为了让患者第一时间得到确
诊，不再让付女士这样的患者多
走冤枉路，在盛立霞的组织下，该
院血液科牵头在全院建立多学科
诊疗团队（MDT），引导在各个科
室就诊的潜在淋巴瘤患者进行淋
巴瘤相关检查，以便早期诊断，经
过病理确诊后引导患者正确就
医。同时，进行规范化诊疗及康
复期随访，最终实现淋巴瘤患者
全程管理。

就在不久前，盛立霞团队的
淋巴瘤患者全程管理工作获中国
临床肿瘤学会（CSCO）及中国抗
淋巴瘤联盟认可，通过专家组考
评，获批成为全市唯一的淋巴瘤
患者全程管理项目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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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造血干细胞移植
供者不再受限

亚专科建设
实现淋巴瘤患者全程管理

高龄老人也能进行
造血干细胞移植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陈静娜 冯济业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