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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科转化医学研究所生物样本库

主任、硕士生导师，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组织生物样本库分会儿科学组秘书长。先后在第

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流行病学教研室任助教、讲师和副教授，攻读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专业硕士和博士，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在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医学中心生物统计与生

物信息中心担任高级访问学者，进修方向为统计遗传学与生物信息学，研究肥胖的基因多态

性以及基因基因和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在非洲裔美国成人中的发病机制。目前主要从事

儿童肥胖的基因多态性与肥胖、性早熟的遗传机制研究，主持科研课题６项。近年来，作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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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物样本库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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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科转化医学研究所生物样本库，上海２００１２７

　　［摘要］　精准医学计划和“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战略的提出，使生物样本库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目前我国生物

样本库建设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包括样本库标准难以统一、电子信息系统标准不统一、临床治疗标准不同、相关的法律

法规不完善和可持续发展障碍等。需要通过样本库行业人员的不懈努力，才能使中国的生物样本库发展走上标准化、

信息化和规范化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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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ｄＪＳｅｃＭｉｌ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１７，３８（３）：２６５２６９］

　　生物样本库，又称生物银行（ｂｉｏｂａｎｋ），主要是

指标准化收集、处理、储存和应用健康与疾病生物体

的生物大分子、细胞、组织和器官等样本，包括人体

血液、体液、器官组织、毛发等或经处理过的生物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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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ＤＮＡ、ＲＮＡ、蛋白等）以及样本相关的临床、病

理、治疗、随访、知情同意等资料，对样本建立标准化

的质量控制、信息管理与应用系统［１］。生物样本库

为提高生物医学研究质量、探索更好更安全的医疗

方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近年来备受关注。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２］，提出以提高人民健

康水平为核心，将医学研究中临床研究的重要性提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开展临床研究和精准医疗

的基石［３］，临床生物样本库的发展得到空前重视，迎

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期，同时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也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１　临床生物样本库建设现状

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以及医学资料的积累，建

立生物样本库成为开展大型临床研究、促进科研成

果转化、提高医疗水平的重要举措。１９８７年，美国

国家癌症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ＣＩ）

意识到可用于研究的人体组织非常匮乏，开始建立

肿瘤 生 物 样 本 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ａ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ＨＴＮ），为病理研究和临床应用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４］。英国生物样本库（ＵＫＢｉｏｂａｎｋ）于

１９９９年设立，这是一个大型生物样本库，它在英国６

个中心范围内收集５０万名志愿者的样本，并对这些

人群进行密切监测和随访［５］。各个国家内部研究机

构和国家之间对资源库的共同建设和共享也在不断

发展，如欧洲前瞻性营养与肿瘤调查（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ＥＰＩＣ）就是在１０个欧洲国家（丹麦、法

国、德国、希腊、意大利、挪威、瑞典、荷兰、西班牙和

英国）２３个中心开展的样本量为５２万人的遗传资

源研究［６］。

我国生物样本库的建设起步并不晚，中国科学

院于１９９４年建立了中华民族永生细胞库，此后北京

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天津肿瘤医院生物样本库、复

旦肿瘤医院生物样本库、上海交通大学生物样本库、

南京市多中心生物样本库、首都医科大学牵头建立

的北京生物样本库等生物样本资源库相继建立。我

国《“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中也明确要求要建

设国家生物信息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生物信息中

心，包括国家生物技术管理信息库，基因组、蛋白质

组、代谢组等生物信息库，大型生物样本、病例资源

和人类遗传资源库以及共享服务体系；建设若干实

验动物和模式生物基础设施和生物医学资源基础设

施［７］。中国生物样本库协会于２０１０年成立，每年召

开中国生物样本库标准化建设与应用研讨会暨中国

生物样本库院长高峰论坛，２０１１年制定了中国生物

样本库行业规范［８］。

我国生物样本库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

但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各家医院生物样本库

低水平重复建设、样本利用率不高等突出问题。样

本库的从业人员多数是医学检验或病理学专业人

员，且兼职人员较多，目前还缺乏为生物样本库培养

的专业人员。生物样本库涉及生物技术、医学检验、

病理学、生物信息学、临床流行病学等多个专业，在

医院内部牵涉检验科、病理科、医务科、信息科、病案

室等多个科室和部门，所以生物样本库的建设需要

医院领导或科研管理部门主管领导协调，否则开展

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并且由于晋升和考核渠道不顺

畅，从业人员易流失。

２　发展机遇与前景

２０１５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出了“精准医学”

计划，该计划拟通过分析１００多万名美国志愿者的

遗传信息，研究遗传变异对人体健康和疾病形成的

影响［９］。我国随后提出了“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

研究计划，开展百万级自然人群国家大型健康队列

研究。精准医学计划的基石是生物样本库，因而为

临床生物样本库的发展提供了百年难遇的机会。

２０１６年国家出台的《“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

出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２］，将医学研究中临

床研究的重要性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给中国临床

研究注入了积极的活力，也给临床生物样本库的发

展创造了良好机遇。此外，临床生物样本库的建设

需要招募大量患者、采集大量的数据，我国人口众多

且民族具有多样性，在人类遗传资源方面具有特殊

的优势［１０］；我国病种和病例数也多，能够积累大量

资源。丰富的人类遗传资源和大量的病例资源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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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型临床样本库提供了保障。

３　生物样本库建设和运行中面临的挑战

３．１　样本库资源如何整合？　虽然我国各地多家

医院都建立了各自的生物样本库，但事实上是否有

必要建立这么多的样本库？小而分散的样本库资源

如何整合？如何与第三方样本存管机构合作？这些

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各家样本库在建立之初缺乏

统一的标准，各种样本操作缺乏统一的标准操作规

范，这可能是使各生物样本库资源难以整合的根本

原因。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组织生物样本库分会一

直积极推进生物样本库的标准化建设，中国医药生

物技术协会组织生物样本库分会于２０１１年建立了

中国生物样本库试行标准，近几年一直在全国开展

生物样本库的标准化操作培训，同时建立了中国生

物样本库标准化委员会［１１］。在生物样本库分会下

设各个疾病为中心的学组，比如先后建立了中医学

组、儿科学组、器官移植学组等，通过学组牵头制定

各种标准操作规范，推动全国生物样本库的标准化

建设。并且推出了生物样本库标准化建设检查，给

予符合条件的样本库颁布达标证书，让第三方检测

机构参与样本库的质量控制和检测，未来达标的样

本库资质定期检查，对不符合条件者建立退出机制

和除名，可以进一步增强样本库的标准化建设。标

准化建设为生物样本库的资源整合带来了希望。

３．２　不同系统的电子信息如何统一？　临床生物

样本库涉及的临床信息常分布在医院信息系统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ＨＩＳ）、实验室检验

信息系统（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ＩＳ）、影

像归 档 与 传 输 系 统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Ａｒｃｈ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ＰＡＣＳ）、药物信息系统

（Ｄｒｕ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ＩＳ）等多个系统之

中［１２］，每个生物样本库的信息化水平参差不齐。各

家医院各个系统由多个不同的公司开发建立，不同

公司的软件系统之间接口（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不统一，即使

同一家医院不同系统之间的整合都存在不同程度的

难度，因而给生物样本库的信息化整合带来了挑战。

近年我国很多医疗机构开始推行结构化电子病

历，期望通过结构化电子病历促进电子病历的标准

化［１３］，但是结构化电子病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存在

不同程度的困难，主要是医疗人员相对较少，患者

多，有些临床医生在使用过程中感到不适应；另一难

点是对以往已有的非结构化电子病历进行结构化改

造。最近出现了以自然语言处理为核心的电子病历

处理技术［１４］，可以对已有的非结构化电子病历进行

结构化改造［１５］。但是已有的多数临床电子病历还

不能完全满足临床研究的需要，所以需要根据临床

研究项目为驱动针对性收集相关的临床信息，或者

开展临床随访，连续多次收集所需的临床样本和信

息。将这些信息收集完整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

间，美国专门设置研究型护士协助临床样本的收集

和临床随访，我国则多数由临床研究生进行，研究生

人员不稳定，往往毕业以后就结束收集和随访，可持

续性发展存在问题。

３．３　如何对待临床诊疗标准的不统一？　生物样

本库的标准化与临床治疗路径的统一和标准化紧密

相关。目前国内部分医院已经开始推行临床疾病的

临床路径管理，将临床路径管理、临床生物样本收集

和临床随访库统筹建设［１６］。然而我国存在中医和

西医两套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两套体系临床诊断

方法和标准不统一，治疗方案迥异。此外，我国不同

地区、不同等级医院医疗水平差异巨大，对同一疾病

的治疗方案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给临床样本的收集

和相关临床信息的收集造成客观差异，完全建立标

准化的临床路径管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３．４　如何促进样本的共享和合作？　临床生物样

本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需要应用大量临床样本

的基础研究人员和制药企业等在样本获取上存在困

难，而拥有丰富临床样本资源的临床医生忙于临床

事务，开展临床研究的相对偏少，样本的信息共享和

流动渠道存在障碍，涉及机制和伦理等多个方面，给

样本的共享和合作带来了困难。还有我国现有的科

研评价体系侧重于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的贡献，对

其他共同作者的贡献重视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样本的共享和科研合作［１７］。此外，我国学者在科

研协作和资源共享方面的意识还有待加强，一方面

需要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国家进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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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引导。随着我国学者国际化合作和交流的增多，

这种状况有望逐步得到改善。

３．５　如何提高产出、促进可持续发展？　建立临床

生物样本库需要场地、设备和人员，但是我国多数临

床机构人员和场地资源紧张，缺乏独立的样本库场

地或专职的样本库工作人员，样本库工作人员的晋

升渠道不畅也影响了从业人员的稳定性。样本库的

建设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属于临床研究的基础设

施投入，很难依靠样本的使用收费维持样本库自身

的正常运转，多数样本库在建设初期给予专项经费

的投入，而后期投入乏力。由于样本的合理流动受

限，中国多数样本库的总体使用率偏低，客观上给样

本库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造成了困难。

今后需要加强各家样本库的合作和交流，建立

全国性的样本虚拟信息共享平台，让临床样本收集

者和使用者找到信息交流的沟通平台，提高样本的

使用率，加强样本的周转，一定程度上弥补样本库运

营的成本。需要进一步加强样本库的市场化和商业

化运营，让样本库更好地可持续发展［１８］。

３．６　如何看待伦理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生物样

本库又称生物银行，但是保存在生物银行的样本不

同于普通银行的货币，无法正常流通，并且受到伦理

和法律、法规的限制，尤其是关于儿童样本的捐赠、

样本相关的遗传物质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战略安全，

利用样本产生的研究结果如何反馈和告知捐赠者等

尚无明确的法律界定［１９］。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还

相对滞后，给样本库的发展带来了隐忧。今后一方

面需要加强相关的政策研究，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制

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架设样本拥有者和样

本收集者之间的桥梁，更好地发挥临床样本的价值。

４　小结和展望

我国生物样本库的建设近年飞速发展，全国各

地的样本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随着“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的实施，样本库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期。利用样本库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例如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生物样本库应用十多年收集的儿童

白血病临床样本，研究儿童白血病的耐药复发，在

犖犪狋犕犲犱杂志发表了相关的研究结果，为探索儿童

白血病发病机制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２０］。国内

一些临床样本库已经和国际机构进行了多项合作，

比如天津肿瘤医院样本库已经和美国ＮＣＩ等多家

国际机构进行了良好的合作，产生了多项研究成

果［２１２５］。加强国际合作一方面使样本库的运行得到

更多的资金资助，同时在样本应用过程中也进一步

增强了样本库的规范化建设。但是，我们也应该清

醒看到，中国的样本库建设过程中还面临诸多挑战，

需要通过样本库行业人员的不懈努力，才能使其发

展逐步走上标准化、信息化和规范化的正轨。

［参 考 文 献］

［１］　ＶＡＵＧＨＴＪ，ＲＯＧＥＲＳＪ，ＭＹＥＲＳＫ，ＬＩＭ Ｍ Ｄ，

ＬＯＣＫＨＡＲＴ Ｎ， ＭＯＯＲＥ Ｈ，ｅｔ ａｌ． Ａｎ ＮＣＩ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ｂｉｏ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ＪＮａｔ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ｓｔＭｏｎｏｇｒ，２０１１，２０１１：

１７．

［２］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ＥＢ／ＯＬ］．（２０１６１０２５）．犺狋狋狆：／／

狑狑狑．犵狅狏．犮狀／狓犻狀狑犲狀／２０１６１０／２５／犮狅狀狋犲狀狋＿５１２４１７４．犺狋犿．

［３］　张育军，叶磊，高芳芳，彭卫康，徐涛，刘玉兰．生物样本

库建设是临床医学研究的基石［Ｊ］．转化医学杂志，

２０１４，３：３４７３５１．

［４］　ＬＩＶＯＬＳＩＶ Ａ，ＣＬＡＵＳＥＮ Ｋ Ｐ，ＧＲＩＺＺＬＥ Ｗ，

ＮＥＷＴＯＮ Ｗ，ＰＲＥＴＬＯＷ ＴＧ２ｎｄ，ＡＡＭＯＤＴＲ．

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ａｎｔｉｓｓｕ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Ｊ］．

Ｃａｎｃｅｒ，１９９３，７１：１３９１１３９４．

［５］　ＡｂｏｕｔＵＫＢｉｏｂａｎｋ［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３１１］．犺狋狋狆：／／

狑狑狑．狌犽犫犻狅犫犪狀犽．犪犮．狌犽／犪犫狅狌狋犫犻狅犫犪狀犽狌犽／．

［６］　ＶＩＮＥＩＳＰ，ＡＩＲＯＬＤＩＬ，ＶＥＧＬＩＡＦ，ＯＬＧＩＡＴＩＬ，

ＰＡＳＴＯＲＥＬＬＩＲ，ＡＵＴＲＵＰＨ，ｅｔ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ｔｏｂａｃｃｏｓｍｏｋｅ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ｍｏｋｅｒｓａｎｄｎｅｖｅｒｓｍｏｋ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ＥＰＩＣ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Ｊ］．ＢＭＪ，２００５，３３０：２７７．

［７］　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十二五生物技术发展规划的通

知［ＥＢ／ＯＬ］．（２０１１１１１４）．犺狋狋狆：／／狑狑狑．犿狅狊狋．犵狅狏．

犮狀／犳犵犵狑／狕犳狑犼／狕犳狑犼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１１／狋２０１１１１２８＿９１１１５．

犺狋犿．

［８］　郜恒骏．中国生物样本库向标准化迈进［Ｊ］．中国医药

生物技术，２０１５，１０：４８１４８３．

［９］　ＲＥＡＲＤＯＮＳ．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ｐｌａｎｒａｉｓｅｓｈｏｐｅｓ

［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５，５１７：５４０．

·８６２·



书书书

　　 　

　　 　 　　　 　 　　　 　

第３期．刘世建，等．临床生物样本库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１０］曹宗富，曹彦荣，马立广，彭左旗，胡序怀，王媛媛，等．

中国人类遗传资源共享利用的标准化研究［Ｊ］．遗传，

２００８，３０：５１５８．

［１１］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样本库标准：试行［Ｊ］．中

国医药生物技术，２０１１，６：７１７９．

［１２］郭爱华，陈畅，马蓓颖，唐中华，倪盛兴，何毅，等．生物

样本库的临床信息整合探讨［Ｊ］．中国医药生物技术，

２０１５，１０：５０１５０２．

［１３］ＢＩＧＥＡＲＤ Ｅ， ＪＯＵＨＥＴ Ｖ， ＭＯＵＧＩＮ Ｆ，

ＴＨＩＥＳＳＡＲＤＦ，ＧＲＡＢＡＲ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ｆｒｏｍ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ｄａｔａｉｎＥＨＲｓ

［Ｊ］．ＳｔｕｄＨｅａｌｔ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Ｉｎｆｏｒｍ，２０１５，２１０：５０５４．

［１４］ＯＧＡＬＬＯＷ，ＫＡＮＴＥＲＡＳ．Ｕｓ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ＡＭＩＡ ＡｎｎｕＳｙｍｐＰｒｏｃ，

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９８４９９３．

［１５］ＴＨＯＭＡＳＪＡ．Ｕｓｉｎｇｕ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ｄｉａｒｉｅｓ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Ｊ］．ＮｕｒｓｅＲｅｓ，２０１５，２２：２５２９．

［１６］ＤＯＨＥＲＴＹＪＵ，ＧＬＵＣＫＭＡＮＴＪ，ＨＵＣＫＥＲＷＪ，

ＪＡＮＵＺＺＩＪＬＪｒ，ＯＲＴＥＬＴＬ，ＳＡＸＯＮＨＯＵＳＥＳＪ，

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ＡＣＣ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ｐａｔｈｗａｙｆｏｒ

ｐｅｒｉ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ｔｉ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ｎｏｎｖａｌｖｕｌａｒ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Ｊ］．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７，６９：８７１８９８．

［１７］ＳＵＹ，ＬＯＮＧＣ，ＹＵＱ，ＺＨＡＮＧＪ，ＷＵＤ，ＤＵＡＮ

Ｚ．Ｇｌｏｂ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Ｐ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ＩｎｔＪＣｈｒｏ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ＰｕｌｍｏｎＤｉｓ，２０１７，１２：２１５２２５．

［１８］ＳＣＨＭＩＴＴ Ｓ，ＫＹＮＡＳＴ Ｋ，ＳＣＨＩＲＭＡＣＨＥＲ Ｐ，

ＨＥＲＰＥＬ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ｉｓｓｕｅｂｉｏｂａｎｋｓ［Ｊ］．ＶｉｒｃｈｏｗｓＡｒｃｈ，２０１６，

４６８：９３９９．

［１９］ＣＥＲＶＯＳ，ＲＯＶＩＮＡＪ，ＴＡＬＡＭＩＮＩＲ，ＰＥＲＩＮＴ，

ＣＡＮＺＯＮＩＥＲＩＶ，ＤＥＰＡＯＬＩＰ，ｅｔａｌ．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ｉｎｆｏｒｍｅｄｃｏｎｓ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ｒｏｌｅｓａ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ｉｎａｃａｎｃｅｒｂｉｏｂａｎｋ［Ｊ］．ＢＭＣ Ｍｅｄ

Ｅｔｈｉｃｓ，２０１３，１４：３０．

［２０］ＬＩＢ，ＬＩＨ，ＢＡＩＹ，ＫＩＲＳＣＨＮＥＲＳＣＨＷＡＢＥＲ，

ＹＡＮＧＪＪ，ＣＨＥＮ Ｙ，ｅｔａｌ．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犘犚犘犛１ｍｕｔａｎｔｓｄｒｉｖｅｔｈｉｏｐｕｒｉ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

ｒｅｌａｐｓｅｄ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ＬＬ［Ｊ］．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１５，２１：

５６３５７１．

［２１］ＳＯＮＧＦ，ＪＩＰ，ＺＨＥＮＧ Ｈ，ＳＯＮＧＦ，ＷＡＮＧＹ，

ＨＡＯ Ｘ，ｅｔａｌ．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ｇｅｎｅ犕犐犐犘ｔｈａｔ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１０，７０：１０２４１０３２．

［２２］ＺＨＡＮＧＬ，ＬＩＵＹ，ＳＯＮＧＦ，ＺＨＥＮＧＨ，ＨＵＬ，

ＬＵ Ｈ，ｅｔ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ＮＰｉｎ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３６７

ｂ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ｔｅｉｎｔｈｅ３′ＵＴＲ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ｃｉｕｍｃｈａｎｎｅｌ

ｒｙａｎｏｄｉ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ｇｅｎｅ３ （ＲＹＲ３）ａｆｆｅｃｔｓ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ｒｉｓｋ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

ＵＳＡ，２０１１，１０８：１３６５３１３６５８．

［２３］ＹＡＮＧＤ，ＳＵＮＹ，ＨＵＬ，ＺＨＥＮＧＨ，ＪＩＰ，ＰＥＣＯＴ

Ｃ Ｖ，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ａ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ｏｒｔｈｅ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ｓｕｂｔｙｐｅｉｎｓｅｒｏｕｓ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

２０１３，２３：１８６１９９．

［２４］ＣＨＥＮＫ，ＹＡＮＧＤ，ＬＩＸ，ＳＵＮＢ，ＳＯＮＧＦ，ＣＡＯ

Ｗ， ｅｔ ａｌ．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ＰｒｏｃＮａｔｌＡｃａｄＳｃｉＵＳＡ，２０１５，１１２：

１１０７１１１２．

［２５］ＣＨＥＮＫ，ＭＡＨ，ＬＩＬ，ＺＡＮＧＲ，ＷＡＮＧＣ，ＳＯＮＧ

Ｆ，ｅｔａｌ．Ｇｅｎｏｍｅｗｉｄ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ｎｅｗ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ｌｏｃｉｆｏ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Ｈ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Ｊ］．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４，５：４６８２．

［本文编辑］　孙　岩

·９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