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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肝癌是亚洲与部分非洲地区的高发肿瘤，其病死率居高不下。
防治肝癌成为我国医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肝癌的发生有它独特的病因，肝癌的发展也有它特殊的规律。
肝癌的肝内播散、门静脉的侵袭至癌栓形成，以及远处转移，可能是肝癌导致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
如果肝癌的肝内转移能得到有效控制，肝癌的治疗将会有根本性的突破。
汤钊猷教授所领导的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几十年来对小肝癌的治疗以及大肝癌的综合治疗作出了卓
越贡献。
尤其是近十年来，针对肝癌转移，从基础到临床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包括肝癌高低转移实验模型的建
立，肝癌转移灶癌细胞基因组不平衡的系统分析，多种肝癌侵袭相关基因的表达及临床表型的相关性
，以及对转移行为干预的实验与临床观察等，取得了一系列处于国际前沿的成果。
本书由汤钊猷教授为主编，刘银坤、吴志全、叶胜龙、钦伦秀教授以及孙惠川副教授为副主编，总结
了该所三代科学家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
在此基础上，对转移问题从基础到临床的国际进展做了全面评述和前瞻性讨论。
其中，还包括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长期从事糖复合物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查锡良教授撰写的有
关章节。
因此，该书很值得我个人和从事肝癌以及其他恶性肿瘤基础与临床研究的同事们学习和查阅，并从中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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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肝癌转移复发的基础与临床》论述了从肝癌转移复发的模型研究、肝癌转移的过程与机制到肝
癌转移相关的分子水平，以及从血管生成、免疫治疗、基因治疗到转移复发的实验性干预等前沿性研
究及进展等诸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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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999年，Pisani等报道，就全球而言，1990年肝癌的发病率在各种癌症中排行第八，而病死率却
排第四位，因为肝癌病死率与发病率之比达0.98：1；我国每年约23万人死于肝癌，占全球肝癌病人死
亡数的53％。
根据我国1990～1992年地区居民恶性肿瘤病死率抽样分析，肝癌病死率位列我国恶性肿瘤病死率的第
二位，占我国全部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的18.8％。
为此，在21世纪，积极开展肝癌的防治研究仍有其紧迫性。
肝癌的研究在最近的几十年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然而整个人群的肝癌5年生存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
仍都只有5％左右。
一百多年来，手术切除仍被公认为肝癌获得根治的最好手段。
但即使是根治性切除，5年内仍有60％－70％的病人出现转移复发，而局部治疗的转移复发率则更高。
转移复发已成为进一步提高肝癌生存率的一个瓶颈，也是攻克癌症最重要的难关之一。
转移总是来自原先切除肝癌的播散。
肝内复发则有两个来源：一是原先切除肝癌的播散，二是肝脏另外生长出一个新的肝癌病灶。
前者是属于转移性质，后者是属于肝癌的多中心发生。
前者的对策主要是研究肝癌细胞的侵袭性，后者的对策则是属于病因预防。
肝癌细胞的转移有三个渠道，首先是血行转移，第二乃淋巴转移，第三为直接侵犯至邻近器官。
1.1癌转移的一般原理癌转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由于致癌因素引起肝细胞一系列基因的改变，加上遗传易感性.最终导致癌的发生（原位癌）。
后来再加上更多基因的改变，使原先发展缓慢、相对稳定的原位癌逐步发展成为可转移的侵袭性肝癌
。
这种有侵袭性的癌细胞.运动和增殖潜能增加，能够分泌金属蛋白酶等来降解细胞外的基质，能够穿入
血管（或淋巴管）。
在血管内又能抵御T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的杀伤，然后再穿出血管，停留在转移的“靶器官”上。
肝癌之所以较多转移至肺、骨等处，可能还与特定的受体有关。
癌细胞转移并停留在靶器官后，还需要分泌一些物质.促使“血管生成”，才能形成转移病灶，并继续
发展.直至夺去病人生命。
总之，肝癌的转移复发是一个多环节、多阶段的过程，是多基因参与的动态变化过程。
其重要背景乃癌细胞遗传特性的改变。
而且，不同肝癌病人由原位癌发展为侵袭性癌的早晚与轻重，还可能因不同的病因因素和不同的机体
免疫状态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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