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

檧檧檧檧檧檧檧檧檧
殌

殌殌

殌

放射肿瘤学专题 专家述评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１１０６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１２１０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编号：２０１７ＹＦＣ
０１１３９０４）；四川省重点研发计划（编号：２０１７ＳＺ０００４、２０１５ＳＺ
００５３）

［通讯作者］　△郎锦义，Ｅｍａｉｌ：ｌａｎｇｊｙ６１０＠１２６．ｃｏｍ

［作者简介］　郎锦义，一级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四川省肿瘤医院（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
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四川省癌症防治中心主任，四川省肿瘤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国家卫计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医学甲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国家重点肿瘤专科学科带头人，四川省
“天府万人计划”天府名医项目入选者，四川省政府学术技术带头人（首批），四川省卫生计生首席专家，

四川省卫计委学术技术带头人（首批），中央／四川省干保专家组成员、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首届国之名医获得者，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首届“健康四川大美医者”获得
者，“新时代健康卫士”。担任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第八届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鼻咽癌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放射治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肿瘤质控中心放射治

疗质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肿瘤医院管理分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放射肿瘤科专业委员会

副主委；四川省西部放射治疗协会名誉会长；四川省医学会肿瘤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医学会放射肿瘤专委会主任委

员；四川省抗癌协会理事长；四川省药品安全专家委员会风险评估与控制分委员会主任委员；四川省人工智能联盟副主席；

《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副总编；《肿瘤预防与治疗》杂志主编；《肿瘤放射治疗学》副主编；《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杂志编委。从事放射治疗３０余年，是全国著名的中青年放射肿瘤学家。共发表论文２００余篇，ＳＣＩ收录论文２０
余篇。承担国家课题１０余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３项。曾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２项，三等奖３项；四川省医学科技
一等奖２项。

［专家简介］　王卫东，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政府学术技术带头人，现任四川省肿瘤医院
（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放疗中心副主任，四川省肿瘤研究所副所长；担任中华医学会放射

肿瘤治疗学分会放射生物学组副组长，中国抗癌协会鼻咽癌专委会常委，中国抗癌协会肿瘤防治科普专

委会委员，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基因检测技术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放射肿瘤治疗医师分会放射免

疫专委会委员，中华医学会放射肿瘤治疗学分会放射免疫及鼻咽癌学组委员，中国生物物理学会辐射与

环境专委会委员，四川省抗癌协会鼻咽癌专委会主任委员，四川省抗癌协会肿瘤标志物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四川省医学会肿瘤学专委会常委，四川省医学会放射肿瘤专委会委员，四川省医学会转化医学专委会

委员。多家ＳＣＩ专业期刊的编委和审稿人。负责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课题１项、四川省精准医学重大专项１项，以及多项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课题，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６０余篇，ＳＣＩ论著４０篇；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２０余名，
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１项、四川省医学科技奖一等奖１项。

基于大数据和５Ｇ的智慧放疗：已来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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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为百年放疗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传统放疗的临床难题将逐步得到解决。基于大数据分
析的影像组学和临床跨组学技术将为肿瘤诊断和风险分层、放疗靶区定义、自适应放疗、副作用预判，以及随访和疗

效评估带来新的解决方案。５Ｇ平台将真正突破时空限制，实现远程同步放疗；零延迟将推动放疗做到“查打一体”，
引领放疗从智能向智慧的转化，提高放疗前沿技术的可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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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当前放疗的现状与挑战

近３０年来，得益于物理、计算机、医学影像及互
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放射外科技术进步突飞猛进，

成为肿瘤治疗的核心手段［１］。从全球来看，肿瘤放

射治疗呈现５个明显的趋势：１）放疗物理技术精度
提高到亚毫米级，形成从软件到硬件的平台；２）放
射生物学通过组学技术的发展，发现更多的基因组

学特征来指导放疗计划的个性化照射；３）随着新的
放射源不断步入临床，Ｘ线、γ线等光子线束，质子、
重离子等粒子线束形成多种组合用于患者治疗；４）
由于功能成像技术的进步，治疗靶区越来越依靠多

模态影像来确定，放疗计划从均匀的治疗剂量变成

根据生物亚靶区的“剂量雕刻”；５）“放射基因组学”
形成了从理论和模型研究到临床研究，特别是临床

ＩＩ／ＩＩＩ期的研究。
然而，由于软件系统和临床应用研究不足，没有

相关的平台能够对数据进行跟踪，无法形成完整的

临床路径，不能对新技术形成可执行的临床方案。

虽然基因组、蛋白质等组学技术逐步进入临床，但在

肿瘤放疗敏感性分类方面尚未形成可靠的标准和知

识框架，尤其是没有适合我国人群的分类标准，还不

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做出精准化决策，获得最大效／

价比。

２　数据科学及数字技术带来的新机遇

大数据（ＢｉｇＤａｔａ）是指“无法用现有的软件工
具提取、存储、搜索、共享、分析和处理的海量的、复

杂的数据集合。”体量巨大、类型繁多、价值密度低

和处理速度快是大数据的基本特征。数据可以跨越

学科，成为共同的语言；数据流构成了整个世界，万

事万物均参与了数据的处理。未来会是一个全新的

甚至效率更高的数据处理系统，成为万物互联网。

一切都是数据处理，全人类是一个数据系统，每个个

人是芯片。５Ｇ技术最大的优势是“零延迟”，在医
学中，哪怕０．１秒的延迟，也会带来病人生命危险。
互联网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首先，信息互联解决了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再被区隔。第二，５Ｇ
技术解决了万物互联问题。第三，区块链技术解决

了价值互联问题。

基于５Ｇ和大数据的精准放疗将走向智慧决
策、精准施治和精确评价，带来了新的机遇：５Ｇ平台
将真正突破时空限制，实现远程同步治疗；零延迟将

推动放疗做到“查打一体”；实现增强智能，引领放

疗从智能向智慧的转化（图１）。

·２· 肿瘤预防与治疗２０２１年１月第３４卷第１期 Ｊ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ｅａｔ，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Ｖｏｌ．３４，Ｎｏ．１



图１　基于大数据和５Ｇ技术的智慧放疗
Ｆｉｇｕｒｅ１．Ｓｍａｒｔ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ＢａｓｅｄｏｎＢｉｇＤａｔａａｎｄ５Ｇ

３　智慧放疗的策略和解决方案

放疗物理精准已达亚毫米级，超出临床实际需

求。生物精准尚不能满足临床需求，亟待提高，是当

前制约精准放疗发展的核心问题。随着工业化进入

４．０时代，肿瘤放疗也从２．０（物理精准）进入３．０
时代（生物精准），其含义是：正确的时间，正确的肿

瘤患者，正确的射线束以及正确的放射剂量和投照

方式，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打破上

述限制尚需解决以下问题：１）肿瘤异质性导致治疗
效果的多样性，对于肿瘤放射敏感性的精准分类可

提高放疗的个性化和针对性；２）单模态影像无法全
面提供肿瘤病灶和相关器官的解剖特征和生物特

征，特别是早期肿瘤在传统的影像诊断中难以发现

并且精确定位；３）不同剂量分割模式引起的生物学
效应均不相同，对于患者个体，如何实施个性化的剂

量分割，形成高效／价比的放疗方案；４）在治疗中，
不仅肿瘤解剖位置、体积持续变化，放射敏感性也会

改变。如何对放射敏感性准确追踪，适时调整治疗

方案，是实施精确放疗的保证［２］。

结合国际上相关进展和作者团队的前期研究经

验，提出如下策略：１）制定基于功能影像特征和组
学特征谱的肿瘤放射敏感性的分类体系；２）研究基
于多模态影像组学的肿瘤靶区精准自动识别方法；

３）针对不同功能影像表征和组学特征的肿瘤对不
同剂量分割的放射敏感性，研究各类剂量分割的最

佳选择，形成标准流程和临床方案；４）利用多模态
功能成像技术，持续监控肿瘤变化，通过自适应放疗

来实时调整治疗方案。

３．１　关键技术
３．１．１　临床跨组学技术　“临床跨组学”概念首先
由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王向东教授提出，是一门结合

分子多组学和临床表观学的新兴学科，对进一步了

解疾病的分子机制，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有重要

意义。临床跨组学是根据病理类型、临床表型和分

子分型多组学相结合的原理，系统而全面地确定患

者表型和多维分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构建多

组学网络核心元素的个体化网络。它的重要性在于

它是一个全新的基于多组学特征设计的学科，为疾

病治疗提供新的策略和手段。临床跨组学方法可更

多用于发现、开发、建立临床表型和分子多组学网络

的相关性，利用全基因组测序数据预测患者特征，确

定特定疾病的个体表型，用遗传变异分析预测患者

表型组学基因。

多尺度信息整合分析方法是解决临床跨组学数

据处理的核心手段，将不同尺度的特征进行融合是

关键环节。低层特征的优势在于分辨率更高，缺点

是语义性较低，噪声较多。高层特征虽然克服了低

层特征的不足，语义信息更强，但分辨率欠佳，对细

节感知能力不够。如何将低层和高层特征有机融

合，取长补短，是提高分割性能的基础。多尺度信息

整合根据预测和融合的顺序，可分为早融合和晚融

合两种类型。

３．１．２　数字化技术　影像组学是指高通量地从临
床影像（ＭＲＩ、ＣＴ、超声、ＰＥＴ等）中提取海量影像信
息，进行数据挖掘，提取病灶特征并建立数字模型。

通过对体量巨大的影像数据挖掘，对病灶进行分析

和预测［３］。因而，影像组学本质上是将视觉影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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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转化为可以量化分析的数字特征。具体流程包

括：１）影像数据的获取；２）病灶区域的标定；３）病灶
区域的分割；４）特征的提取和量化；５）影像数据库
的建立；６）分类和预测。

与２Ｇ、３Ｇ和４Ｇ移动网络相比，５Ｇ网络的优势
在于：１）峰值速率可达 Ｇｂｉｔ／ｓ，实现大数据量传输；
２）时延低于１ｍｓ，利于远程同步控制操作；３）网络
容量超大，具有千亿设备的连接能力，利于万物互

联；４）流量密度和连接数密度显著提高；５）系统协
同化水平增强，可为多用户协同组网及网络间自动

切换。区块链技术是一种按照时间顺序的分布式记

账模式，数据不可更改且有很好的保密性。由于使

用了密码学的方式保证了数据的安全，使用分布式

节点共识算法来形成和更新结构数据，其自动化脚

本代码构成的智能合约，可形成数据操作的一种特

殊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算法 。总之，区块链技术解

决了信任问题，是数字化世界的底层支撑技术。因

此，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将有效解决“医疗信息孤岛”

问题。

３．２　解决方案
３．２．１　诊断和风险分层　成像是治疗前初步分析
的基本部分，可用于提取基于影像组学的特征。这

些特征可以与临床数据如生存期、进展期、治疗反应

或其他预后信息如 ＴＮＭ分期相关联。通过结合多
种影像组学特征，创建预后分类器。“放射基因组

学”一词已被用于描述基因变异与影像变化之间的

相关性。由于影像组学特征最终来源于生理特性，

因此组织定义遗传信息可能与其放射性基因表达相

关联是合乎逻辑的。有证据表明某些影像组学特征

与基因表达、突变状态或表观遗传变化相关。影像

组学的第二层含义描述了遗传信息与辐射反应之间

的关联。两者的结合构成了一个更有趣的研究领

域。首先，预后遗传变化与影像组学特征的相关性

可能会增加影像分类器的预测能力。其次，预后的

影像组学特征可能有助于发现迄今未知的遗传因

素。据我们所知，目前还没有任何研究侧重于这两

个方面［４５］。

３．２．２　靶区定义　影像组学技术可为自动化靶区
勾画奠定基础，从而减少医生个体间的差异。在最

近的一项研究中，一种基于基因组学的图谱被用于

肿瘤识别和自动分割。基于１１名前列腺癌患者的
回顾性队列研究了 １１种基于 ＭＲＩ的放射组学特
征，将影像组学分类应用于１２位前列腺癌患者靶区
勾画，结果概率图显示与专家勾画靶区高度重叠。

局部增加对影像组定义的病变照射剂量而不是整个

器官的照射，能够减少危险器官的理论剂量［６］。类

似的方法进行头颈部鳞状细胞癌（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ＨＮＳＣＣ）的靶区勾画，使用
基于决策树的 Ｋ临近分类器，创建多模态 ＰＥＴ／ＣＴ
纹理和强度特征。通过将每个体素定义为正常或异

常，用于构建自动化勾画系统，与专业医师的勾画轮

廓相比，勾画准确性很高［７］。为了提高质量，组织

病理学信息应该被用作金标准而不是专家勾画的靶

区。此外，通过将影像组学特征和放疗计划与局部

治疗失败图谱对应起来，可以识别高复发风险的亚

靶区［８９］。

３．２．３　自适应放疗　基于大数据算法的影像分析
对适应性放疗（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ＲＴ）概念有深
切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放射治疗期间具有显着体积

变化的肿瘤（例如：ＨＮＳＣＣ），伴随患者体重减轻或
肿瘤病灶移动，维持放疗计划的适应性改变会增加

治疗的准确性。这可以用于减少摆位边缘，导致较

低的毒性或进一步的病灶剂量增加。重复的诊断成

像是基础，尽管这会对资源造成很大的压力。或者，

定期执行的图像引导可以用来提取合适的图像特

征。然而，由于低对比度分辨率，运动伪影或器官变

形，数据质量可能受到关注。初始研究表明，影像组

学可以有效应用于图像引导 ＣＴ的分析。一种更有
前途的方法是目前正在临床上探索的ＭＲ引导放射
治疗。由于优异的软组织分辨率，功能成像，“在线

成像能力”以及没有额外的辐射剂量，ＭＲＩ可能将
ＡＲＴ提升到另一个新的水平。“自适应靶区勾画系
统”可以用影像组学分类来识别肿瘤靶区。同时，

基于影像组学的模型可以检测治疗过程中的肿瘤动

态变化，用于自适应放疗［１０１１］。

３．２．４　治疗副作用预判　影像组学特征也被用于
预测治疗相关毒性。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随机选

择的放疗前和放疗后 ＣＴ扫描的肺部感兴趣区域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ＲＯＩ）的 ＣＴ强度和纹理特征与放
射剂量图和放射性肺炎的发展相关，总共有１２个特
征显示与肺炎有显著相关性。在鼻咽癌患者中也出

现类似的结果，预测与口腔干燥症有关的腮腺体积

减少，这些研究表明影像组学有预测治疗毒性的作

用［１２１３］。

３．２．５　随访和疗效评估　对于不同的问题，如评估
治疗反应的随访成像，影像组学的分析甚至可能超

过放射科医师的评估。影像组学对肿瘤的识别和治

疗损伤的判断往往优于专家的平均水平。在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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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表现的变异性很大，但训练有素的医生仍会有优

异的表现。通过将影像组学与专家经验相结合，可

以获得更好的结果［６］。

总之，数据算法的进步，深度学习、增强学习、迁

移学习、群体学习、联邦学习等逐渐用于大数据的挖

掘。算力的提高，包括超级计算、量子计算等将大大

提升计算效率和速率。这些技术突破将引领精准放

疗走向智慧放疗，总体发展趋势是：生物智能是根

本，人工智能是助手，人机合作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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