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疫藥加化療 治肺癌存活率倍增
中大夥國際專家跨地域研究 治療新法無顯著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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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全球最多人罹患的癌症之一，亦為本港的頭號癌症殺手，相關治療一

直是醫學界的關注焦點。香港中文大學與國際團隊合作進行跨地域的臨床研

究，將兩款免疫治療藥物結合化療，測試對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治療成效，結果發

現，患者12個月無惡化存活率較單純進行化療的提高最多達一倍，而24個月存活率亦

增加50%。有關療法並沒有顯著的副作用，可望成為新的一線治療方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現時全球每年約有180萬人死於肺癌，單是香
港每年新症有超過5,000宗，整體個案中逾八

成為非小細胞肺癌。為探索更有效的治療，中大醫
學院腫瘤學系系主任莫樹錦與國際肺癌專家合作，
測試免疫治療藥物tremelimumab及durvalumab結
合化療的成效，團隊招募來自18個國家、142間治
療中心共1,013名癌細胞已出現轉移的非小細胞肺
癌患者參與臨床三期研究，並將參加者平均分為三
組，分別是純粹的化療組、單一免疫治療藥物dur-
valumab加化療組，以及兩組藥物結合化療組。
結果顯示，轉移性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接受結合治
療的成效明顯較高。以純粹化療組計，患者12個
月無惡化存活率為13.1%，至於durvalumab加化療

組及兩組藥物結合化療組，同期的無惡化存活率分
別為24.4%及26.6%，後者較純粹化療組高出逾一
倍。
而24個月整體存活率方面，兩組藥物結合化療

組有32.9%，durvalumab加化療組則為29.6%，前
者亦較化療組（22.1%）高約五成。相關研究詳情
已刊登於權威醫學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
ogy》。

獲美FDA許可納臨床應用
莫樹錦表示，是次研究展示了以兩種免疫治療藥

物結合化療，可大大改善肺癌患者的存活率，而且
沒有顯著副作用，而新方案更得到美國食品及藥物

管理局（FDA）許可納入臨床應用，為患者提供了
一個嶄新的治療方案。
他還提到，現有一線治療的免疫療法，主要是現

時針對帶有PD-L1表達的肺癌患者，會採用一種以
antiPD-1為免疫檢查點抑制劑例如durvalumab，不
過，該療法對沒有PD-L1表達或PD-L1表達較低的
患者並不奏效。而研究中的方案，則採用以CT-
LA-4通路為抑制靶點的免疫治療藥物tremelimum-
ab，可讓沒有PD-L1表達的患者亦能受惠。

香港文匯報訊 現代鳥類的腳掌形狀多樣，能反映
出鳥類棲息位置、捕獵等不同生活習性。香港中文大
學及國際古生物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通過比較化石及
現代鳥類的足部特徵，包括趾墊、腳部的鱗片、爪及
關節，發現小盜龍是白堊紀鳥類的飛行近親，其生活
方式與現代的鷹相似。研究已於國際科學期刊《自然
通訊》發表。
研究團隊應用鐳射熒光成像技術（LSF）檢視逾千

件古代鳥類及其近親的化石，找到小量軟組織比較完
整的樣本，並評估鳥類化石足部軟組織和鉸鏈關節的
特徵，以傳統的形態測量學分析爪的形狀及大小，重
構古代鳥類的生活方式。
侏羅紀時期的第一批飛禽，例如近鳥龍屬及始祖鳥

屬，都擁有較適合在地面生活的特徵。團隊指出，至
白堊紀早期，鳥類開始變得更適應空中的生活模式，
出現了像孔子鳥屬這種通才物種及Fortunguavis這種
有攀爬能力的專才物種。
團隊又指，一種名為小盜龍屬的馳龍科恐龍是這些古

代鳥類的近親，被發現擁有更接近猛禽專有的生活方
式。「牠們有與鷹很相似的特徵，在古代鳥類中十分罕
見。這說明古時有部分非鳥類但具飛行能力的鳥類近
親，在生態圈中發揮着與現代猛禽相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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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為提升青少年的藝術修養，展示以
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特徵，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會及大灣區管弦樂團昨日共同主辦「高雅藝術進校
園—青春夢飛揚管弦音樂會」。音樂會曲目中西糅
合，獻上《送別》、《匈牙利舞曲第五首》等十首曲
目。有學生聽後表示，曲目很新穎，像一個全新的世
界一樣。
此次音樂會於大嶼山東涌逸東邨黃楚標小學舉行。

音樂會的選曲着重展示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多元文化
特徵，向學生傳承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十首曲目包
括《半個月亮爬上來》、《彩雲追月》、《送別》、

《匈牙利舞曲第五首》、《自由探戈》、《梁祝小提
琴協奏曲（選段）》、《保衛黃河》、《卡門序
曲》、《留聲機圓舞曲》、《我和我的祖國》。
在表演間隙，樂隊會向學生逐一介紹和展示每個

單獨的管弦樂器，讓學生不僅可近距離地欣賞精彩
的管弦樂演奏，還可透過現場導賞和互動加深理
解。音樂會指揮、大灣區管弦樂團創始人及音樂總
監李楠說：「讓他們不僅能看、還能感受到一件樂
器的聲音。」

學生：曲目新穎「像全新世界」

黃楚標小學五年級學生鍾巧柔曾學習小提琴和笛
子，她聽完音樂會後指，對曲目感到很新穎，「像一
個全新的世界一樣。」
黃楚標中學校長許振隆帶領部分學生來聽音樂會，

「我們的學生大部分都有學習樂器，他們聽了之後，
更加了解到音樂的魅力，令他們有志向未來可以參加
樂團，然後也回母校演出。」
中一學生劉紫晴和許詩曼都是中樂愛好者，分別學

習古箏和琵琶。她們表示，今次演奏的曲目都有聽
過，過去聽的一般都是中樂的合奏，第一次聽到管弦
樂演奏，感覺驚喜。

管弦樂走進校園 讓「青春夢飛揚」

◆香港中文大學與國際團隊合作進行跨地域臨床研
究發現，將兩款免疫藥結合化療，能增加治肺癌存
活率。圖為中大醫學院。 資料圖片

◆大灣區管弦樂團現場演奏《保衛黃河》。

◆中大及國際古生物學家組成的研究團隊通過比較化
石及現代鳥類的足部特徵，發現小盜龍的生活方式與
現代的鷹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