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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虽然近年来单克隆抗体、小分子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等新药的应用明显提高了恶性淋

巴瘤患者的近期疗效和长期生存，但造血干细胞移植在恶性淋巴瘤的整体治疗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地

位。 为提高临床医师对造血干细胞移植在恶性淋巴瘤治疗中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并规范其临床应用，
以提高恶性淋巴瘤的整体治疗水平，中国抗癌协会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

白血病淋巴瘤学组和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抗淋巴瘤联盟的相关专家，制订了《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淋

巴瘤中国专家共识（２０１８版）》。 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淋巴瘤的适应证、移植方式、造血干细胞动员

和采集、移植预处理、移植前后治疗以及随访和监测等主要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以供临床医师参考。
【主题词】  淋巴瘤； 造血干细胞移植； 中国专家共识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ＢＡI０９Ｂ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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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淋巴瘤（ｍａlｉｇｎａｎｔ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ＭＬ）已成为

发病率最高的血液-淋巴系统恶性肿瘤。 虽然近年

来单克隆抗体、小分子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等新药

的应用显著提高了 ＭＬ 患者的近期疗效和长期生

存，但 造 血 干 细 胞 移 植 （ 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ｓｔｅｍ ｃｅll
ｔｒａｎｓｐl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ＳＣＴ）在 ＭＬ 整体治疗中仍然具有

重要的地位［１-４］。 为提高我国血液和肿瘤科医师对

ＨＳＣＴ在 ＭＬ治疗中作用和地位的认识并规范其临

床应用，以提高 ＭＬ的整体治疗水平，中国抗癌协会

血液肿瘤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白

血病淋巴瘤学组和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抗淋巴瘤联盟

的相关专家，制订了本版专家共识，供同道参考。
一、ＨＳＣＴ治疗 ＭＬ的适应证

ＨＳＣＴ治疗时机和方式的选择受到疾病相关因

素和患者因素两方面的影响。 疾病相关因素主要包

括淋巴瘤的病理组织亚型、危险度分层和移植前疾

病状态等；而患者因素包括年龄、体能状态、合并症

以及是否存在合适的供者等。
（一）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ａｕｔｏlｏｇｏｕｓ ｓｔｅｍ ｃｅll

ｔｒａｎｓｐl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ＣＴ ）
ＡＳＣＴ适用于对化疗敏感、年龄相对较轻且体

能状态较好的具有不良预后因素的非霍奇金淋巴瘤

（ｎｏｎ-Ｈｏｄｇｋｉｎ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ＮＨＬ）的一线诱导化疗后

的巩固治疗；也适用于一线治疗失败后挽救治疗敏

感患者的巩固治疗。
１． 一线 ＡＳＣＴ 巩固治疗：目前推荐的 ＡＳＣＴ 一

线巩固治疗的适应证包括：（１）年龄≤６５ 岁的套细

胞淋巴瘤（ｍａｎｔlｅ ｃｅll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ＭＣＬ），ＡＳＣＴ 一线

巩固治疗是标准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５-７］。 （２）除
外低危间变性淋巴瘤激酶 （ ａｎａｐlａｓｔｉｃ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ｋｉｎａｓｅ， ＡＬＫ）阳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ａｎａｐlａｓｔｉｃ
lａｒｇｅ ｃｅll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ＡＬＣＬ）的各种类型侵袭性外周

Ｔ 细 胞 淋 巴 瘤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l Ｔ-ｃｅll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ＰＴＣＬ） ［８-９］。 （ ３）年轻高危弥漫大 Ｂ 细胞淋巴瘤

（ｄｉｆｆｕｓｅ lａｒｇｅ Ｂ ｃｅll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ＤＬＢＣＬ） ［１０-１１］。 （４）
科学设计的经伦理委员会批准的临床试验。 （５）虽
然尚缺乏充足的证据，但 ＡＳＣＴ 一线巩固治疗可能

提高以下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l， ＰＦＳ），甚至总生存时间 （ ｏｖｅｒａll ｓｕｒｖｉｖａl，
OＳ）： ① 对 化 疗 敏 感 的 淋 巴 母 细 胞 淋 巴 瘤

（lｙｍｐｈｏｂlａｓｔｉｃ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ＬＢＬ） ［１２-１４］；②双打击淋巴

瘤（ｄｏｕｂlｅ ｈｉｔ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ＤＨＬ），２０１６ 年 ＷＨO 分类

更新为高级别 Ｂ 细胞淋巴瘤，伴随 ＭＹＣ 和 Ｂｃl-２和
（或） Ｂｃl-６ 易位、ＭＹＣ ／ Ｂｃl-２ 蛋白双表达的 ＤＬＢＣＬ

（ｄｏｕｂl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ｏｒ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ＤＰＬ） ［１５-１６］；③治疗敏

感、残留肿块直径＜２ ｃｍ 的转化淋巴瘤［１７］；④原发

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 （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ｅｎｔｒａl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ＰＣＮＳＬ） ［１８-１９］。

２． ＡＳＣＴ 用于复发或难治患者的挽救性巩固治

疗：ＡＳＣＴ 是对解救治疗有效（完全缓解或部分缓

解）的各种类型侵袭性淋巴瘤和部分惰性淋巴瘤的

优先选择。 （１）ＡＳＣＴ 作为标准的解救性巩固治疗

策略：①挽救治疗敏感的复发或原发难治（一线诱

导治疗反应部分缓解、稳定或进展）的 ＤＬＢＣＬ［２０-２１］；
对于复发或难治的 ＤＨＬ 或 ＤＰＬ，挽救性 ＡＳＣＴ 巩固

治疗的疗效差，不作为推荐［２２］。 ②挽救治疗敏感的

第 １ 次或第 ２ 次复发的滤泡性淋巴瘤 （ ｆｏllｉｃｕlａｒ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ＦＬ），特别是一线免疫化疗缓解时间短

（＜２～３年）或高滤泡淋巴瘤国际预后指数（ ｆｏllｉｃｕlａｒ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l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ＦＬIＰI）的患

者［２３-２４］；③挽救治疗敏感的复发或原发难治的霍奇

金淋巴瘤（Ｈｏｄｇｋｉｎ′ｓ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ＨＬ） ［２５］。 但单纯放

射治疗后复发或局限病灶复发的 ＨＬ 患者，挽救化

疗可获得良好的疗效，可不给予 ＡＳＣＴ 巩固治疗。
（２）ＡＳＣＴ可作为挽救性巩固治疗的合适选择：①非

ＡＳＣＴ一线治疗后复发、挽救治疗敏感、不适合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ａllｏ-ＨＳＣＴ）治疗的ＭＣＬ［７］；②挽

救治疗敏感、不适合 ａllｏ-ＨＳＣＴ 治疗的 ＰＴＣＬ［８］；③
多次复发的某些惰性淋巴瘤，如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Ｗａlｄｅｎｓｔｒöｍ ｍａｃｒｏｇlｏｂｕlｉｎｅｍｉａ， ＷＭ）和边缘区淋

巴瘤（ｍａｒｇｉｎａl ｚｏｎｅ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ＭＺＬ）等［２３］；④一线

治疗获得部分缓解或挽救治疗敏感的伯基特淋巴瘤

（Ｂｕｒｋｉｔｔ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ＢＬ）。 ⑤科学设计的经伦理委

员会批准的临床试验。 （３）早期复发（ ＜１２ 个月）、
复发时的危险度分层、既往治疗、对挽救治疗的敏感

性和移植前疾病状态是影响 ＡＳＣＴ 疗效的主要因

素。 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ｐｏｓｉｔｒ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ＥＴ-ＣＴ）扫描对

ＨＬ 和 ＤＬＢＣＬ 高度敏感，经过治疗 ＡＳＣＴ 前获得

ＰＥＴ阴性的患者疗效明显优于阳性者，可用于指导

ＡＳＣＴ治疗的选择。
（二）ａllｏ-ＨＳＣＴ
ａllｏ-ＨＳＣＴ在淋巴瘤治疗中的地位不如 ＡＳＣＴ

肯定，目前主要应用于：（１）多次复发、原发耐药和

ＡＳＣＴ 后 复 发 的 ＭＬ， 通 常 选 择 ａllｏ-ＨＳＣＴ 治

疗［７-８，１２，２３-２７］。 （２）１７ｐ 缺失或 ＴＰ５３ 基因异常突变、
氟达拉滨或联合免疫化疗治疗失败（原发耐药或

ＰＦＳ＜１２～２４ 个月）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ｃｈｒｏｎ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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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ｉｃ lｅｕｋｅｍｉａ， ＣＬＬ） ［２８-３０］。 （３）某些高度侵

袭性 ＭＬ，如高危 ＬＢＬ［１２］、肝脾 Ｔ 细胞淋巴瘤、肠病

相关性 Ｔ细胞淋巴瘤Ⅱ型（２０１６ 年 ＷＨO 分类更新

为单形性亲上皮性肠道 Ｔ细胞淋巴瘤）、侵袭性 ＮＫ
细胞 白 血 病 和 成 人 Ｔ 细 胞 白 血 病 或 淋 巴 瘤

等［８，３１-３２］，若治疗有效应尽早于第 １ 次完全缓解期

接受 ａllｏ-ＨＳＣＴ 治疗；若无人类淋巴细胞 抗 原

（ｈｕｍａｎ l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ＨＬＡ）匹配的同胞或无

血缘供者，可试验性进行单倍体相合 ＨＳＣＴ 或脐血

移植临床试验［４］。 （４）科学设计的经伦理委员会批

准的临床试验。
二、 移植前一线诱导和挽救治疗方案

（一）一线诱导治疗方案

适合 ＡＳＣＴ一线巩固治疗的患者，根据其病理

组织类型和危险度分层，选择相应的一线诱导治疗

方案。
１． ＤＬＢＣＬ常用的一线治疗方案为利妥昔单抗

联合 ＣＨOＰ 双周或三周方案（环磷酰胺＋多柔比星＋
长春新碱＋泼尼松）；中、高危和高危患者可选择增

强的免疫化疗，包括利妥昔单抗联合剂量调整的

ＥＰOＣＨ方案（ＤＡ-ＥＰOＣＨ，即依托泊苷＋长春新碱＋
多柔比星＋环磷酰胺＋泼尼松）、ＡＣVＢＰ 方案（多柔

比星＋环磷酰胺＋长春地辛＋博来霉素＋泼尼松）或
ＣＨOＥＰ 双周方案（ＣＨOＰ 联合依托泊苷）等［１，１０-１１］。

２． 双打击 ＤＬＢＣＬ（ｄｏｕｂlｅ-ｈｉｔ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ＤＨＬ）
和双表达 ＤＬＢＣＬ（ｄｏｕｂl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ｏｒ lｙｍｐｈｏｍａ， ＤＰＬ）
推荐采用增强的免疫化疗，目前推荐的方案为利妥

昔单抗联合剂量调整的 ＤＡ-ＥＰOＣＨ［１５-１６］。
３． 年轻 ＭＣＬ患者的一线诱导治疗应包含利妥

昔单抗和大剂量阿糖胞苷，如 Ｎｏｒｄｉｃ 方案（利妥昔

单抗联合剂量增强的 ＣＨOＰ 交替大剂量阿糖胞苷）、
利妥昔单抗联合 ＣＨOＰ 交替 ＤＨＡＰ 方案（地塞米松＋
大剂量阿糖胞苷＋顺铂＋泼尼松）或 ＨｙｐｅｒＣVＡＤ 方

案（环磷酰胺＋长春新碱＋多柔比星＋地塞米松） ／ ＭＡ
方案（大剂量甲氨蝶呤＋阿糖胞苷）等［５-７］。 若采用

利妥昔单抗联合 ＨｙｐｅｒＣVＡＤ ／ ＭＡ 方案作为诱导方

案，应在疾病缓解后早期（３ ～ ４ 个疗程）动员、采集

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l ｂlｏｏｄ ｓｔｅｍ ｃｅllｓ，
ＰＢＳＣ）；否则动员失败的发生率明显增高。

４． ＬＢＬ 应采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 ａｃｕｔｅ
lｙｍｐｈｏｂlａｓｔｉｃ lｅｕｋｅｍｉａ， ＡＬＬ）的强烈化疗和持续治

疗方案以及中枢神经系统预防治疗方案［１２-１４］，是治

疗成功的关键。
５． 除 ＡＬＫ阳性 ＡＬＣＬ外的 ＰＴＣＬ无标准的诱导

方案，除临床试验外多采用侵袭性淋巴瘤常用的方

案［８-９］，如 ＣＨOＰ 双周或三周方案、ＣＨOＥＰ 方案、剂
量调整的 ＤＡ-ＥＰOＣＨ 方案、ＣＨOＰ 交替 IVＥ 方案

（异环磷酰胺＋依托泊苷＋多柔比星联合中剂量甲氨

蝶呤）或 ＨｙｐｅｒＣVＡＤ ／ ＭＡ方案等。
６． ＰＣＮＳＬ推荐采用大剂量甲氨蝶呤为基础的

多药化疗方案［１８-１９］，其他能够透过血-脑屏障的药物

包括大剂量阿糖胞苷、类固醇激素、替莫唑胺、卡莫

司汀、甲基苄肼和替尼泊苷等。 利妥昔单抗虽然不

能通过正常血脑屏障，但是多项临床研究提示其可

以增加 ＰＣＮＳＬ诱导治疗疗效。 一些新药如伊布替

尼和来那度胺显示能够透过血-脑屏障。
（二）挽救治疗方案

理想的挽救治疗方案应具有高治疗反应率、毒
性可接受以及对造血干细胞损害较小，需要结合患

者的一线治疗反应与耐受性、缓解持续时间、复发时

的疾病特征与预后、患者年龄等选择挽救治疗方案。
１． ＮＨＬ 常用的挽救化疗方案如下，有效率为

５０％～７０％。 （１）IＣＥ方案（异环磷酰胺＋卡铂＋依托

泊苷） ［２０］；（２）ＤＨＡＰ 方案（地塞米松＋大剂量阿糖

胞苷＋顺铂） ［２０］；（３）ＥＳＨＡＰ 方案（依托泊苷＋甲泼

尼龙＋大剂量阿糖胞苷＋顺铂）；（４）ＥＰOＣＨ方案（依
托泊苷＋长春新碱＋多柔比星＋环磷酰胺＋泼尼松）；
（５）ＭIＮＥ方案（美司那＋异环磷酰胺＋米托蒽醌＋依
托泊苷）；（６）ＧＤＰ±Ｅ方案（吉西他滨＋地塞米松＋顺
铂或卡铂±依托泊苷） ［２１］；（７）ＧｅｍOｘ 方案（吉西他

滨＋奥沙利铂）。 Ｂ 细胞淋巴瘤患者可联合利妥昔

单抗，特别是晚期复发（复发时间＞ １２ 个月）的患

者［２０-２１，２３-２４］。
２． ＨＬ 常用的挽救治疗方案如下，有效率为

６０％ ～ ９０％。 （１）铂类为基础的联合化疗［２５］，如
IＣＥ、ＤＨＡＰ 或 ＥＳＨＡＰ 方案等；（２）吉西他滨为基础

的联合化疗［２５］，如 ＧＤＰ 或 IＧVＥ 方案（异环磷酰胺＋
吉西他滨＋依托泊苷＋长春瑞滨）；（３）１～２种挽救治

疗后 ＰＥＴ-ＣＴ检查阴性的患者，ＡＳＣＴ巩固治疗可获

得较好的长期生存率［２５］。
３． 针对各种不同的淋巴瘤亚型，国外临床试验

显示多种新药单药或联合挽救治疗可取得良好的疗

效，如 ＢＣＲ 受体抑制剂（包括 ＢＴＫ 抑制剂、ＳＹＫ 抑

制剂、ＰＫＣβ抑制剂）、蛋白酶体抑制剂、免疫调节药

物、ＰI３Ｋ ／ ＡＫＴ ／ ｍＴOＲ 抑制剂、Ｂｃl-２抑制剂、组蛋白

去乙 酰 化 酶 抑 制 剂、 抗 ＣＤ３０ 单 克 隆 抗 体

（ｂｒｅｎｔｕｘｉｍａｂ ｖｅｄｏｔｉｎ）和免疫治疗（包括 ＰＤ-１ 抑制

剂或 ＣＡＲ-Ｔ细胞治疗）等，因此推荐患者参加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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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试验。
三、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和采集

（一）造血干细胞来源

１． 造血干细胞可来源于骨髓、外周血或脐血，
常见的来源为骨髓和外周血。

２． 自体外周血干细胞 （ ａｕｔｏlｏｇｏｕ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l
ｂlｏｏｄ ｓｔｅｍ ｃｅllｓ， ＡＰＢＳＣ）由于具有造血功能重建速

度快、移植相关并发症少等优点而被广泛应用于

ＡＳＣＴ［３３］。
（二） 骨髓移植 （ ｂｏｎｅ ｍａｒｒｏｗ ｔｒａｎｓｐl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ＭＴ）和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l ｂlｏｏｄ ｓｔｅｍ
ｃｅll ｔｒａｎｓｐl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ＢＳＣＴ）

ＢＭＴ和 ＰＢＳＣＴ的疗效相当。 ＢＭＴ 可能降低慢

性移 植 物 抗 宿 主 病 （ ｇｒａｆｔ ｖｅｒｖｕｓ ｈｏｓ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VＨＤ）的发生，更多适用于 ＨＬＡ 不匹配、非血缘供

者的 ａllｏ-ＨＳＣＴ。 骨髓采集的部位常为髂骨后嵴，需
要超过 １００ 个穿刺点采集。 为保证持久的造血恢

复，通常需要采集骨髓液容积达到 １０ ～ １５ ｍl ／ ｋｇ 受
者体重（ａllｏ-ＨＳＣＴ）或 １５～２０ ｍl ／ ｋｇ（ＡＳＣＴ），总单个

核细胞为（１～２）×１０８ ／ ｋｇ［３３］。
ＰＢＳＣ动员、采集方法和策略如下：（１）ＰＢＳＣ 的

采集技术和方法尚缺乏标准化，目前尚无最佳采集

策略。 （２）动员的策略包括静态细胞因子动员和化疗

联合细胞因子动员。 ①采用静态单独重组人粒细胞集

落刺激因子 （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ｇｒａｎｕlｏｃｙｔｅ ｃｏlｏｎｙ-
ｓｔｉｍｕl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ｒｈＧ-ＣＳＦ）动员的剂量应达到 １０～１６
μｇ·ｋｇ－１·ｄ－１，多应用于正常供者或 ＡＰＢＳＣ 动

员［３４］。 ②化疗联合 ｒｈＧ-ＣＳＦ 是淋巴瘤患者 ＡＰＢＳＣ
最常采用的动员策略，应在计划化疗 ３～６ 个疗程后

实施。 ｒｈＧ-ＣＳＦ的剂量通常为５～１６ μｇ·ｋｇ－１·ｄ－１。
动员化疗方案选用的原则需满足 ３ 个方面：适当的

造血抑制；方案对治疗原发疾病有效；对造血干细胞

无明显毒性。 可为治疗有效的一线或挽救治疗方

案，或常用的动员方案，如大剂量环磷酰胺（３～７ ｇ ／ ｍ２）
或依托泊苷（１．６～２．０ ｇ ／ ｍ２）等。 若采用大剂量环磷

酰胺或依托泊苷，通常在化疗药物应用后 １２ ～ １４ ｄ
造血恢复。 初始采集时间推荐为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快速恢复至 ＞ ５ × １０９ ／ Ｌ 时，或有条件结合外周血

ＣＤ３４＋细胞计数 ＞ ５ × １０６ ／ Ｌ 时［３４］。 ③普乐沙福

（ｐlｅｒｉｘａｆｏｒ）是一种 ＣXＣＲ４趋化因子受体拮抗剂，可
有效提高 ＰＢＳＣ动员效果。 对于 ｒｈＧ-ＣＳＦ 动员失败

的患者可以应用 ｒｈＧ-ＣＳＦ 联合普乐沙福动员，或根

据外周血循环 ＣＤ３４＋细胞计数（如外周血 ＣＤ３４＋细
胞计数＜２０×１０６ ／ Ｌ）预先应用普乐沙福。 ＰＢＳＣ 释放

入外周血通常在普乐沙福注射后 ４ ～ ９ ｈ 达到峰

值［３４］。 ④化疗联合普乐沙福和 ｒｈＧ-ＣＳＦ 可能获得

更佳的动员效果，但尚需前瞻性临床研究评估。 ⑤
一些用于治疗淋巴瘤的药物如核苷类似物和来那度

胺可能损伤造血干细胞，建议在疾病缓解前提下，早
期（２～４个疗程）采集 ＰＢＳＣ。 推荐的来那度胺洗脱

期为 ２～４周。 上述药物 ４ ～ ６ 个疗程后动员失败的

发生率高，不建议应用 ｒｈＧ-ＣＳＦ单药动员，化疗联合

ｒｈＧ-ＣＳＦ 以及普乐沙福可能是有效的方案［３３-３４］。
（３）单次动员后连续 ４ 次（４ ｄ）采集未达到目标

ＰＢＳＣ采集数量的患者，应给予重新动员方案并采

集；再次动员时不推荐单独细胞因子静态动员。
（４）需要进行 ＡＳＣＴ 但不能采集到足够 ＰＢＳＣ 的患

者，可补充采集骨髓。
（三） 推荐的 ＰＢＳＣ采集目标和数量

１． ＨＳＣＴ的理想干细胞剂量尚不确定。 总体来

说，更多的干细胞数量能够促进快速植入，目前推荐

的 ＰＢＳＣ最小目标剂量为 ２×１０６ ／ ｋｇ 的 ＣＤ３４＋细胞，
最佳剂量为≥（４～６）×１０６ ／ ｋｇ。 对于需要进行 ＡＳＣＴ
但 ＨＳＣ采集不足 ２×１０６ ／ ｋｇ 的 ＣＤ３４＋细胞时，在加

强支持治疗的前提下，（１～２）×１０６ ／ ｋｇ ＣＤ３４＋细胞可

支持 ＡＳＣＴ 治疗，但造血功能重建或恢复可能延

迟［３３-３４］。
２． 采集目标应与需要采集的次数平衡。 目前

推荐的干细胞采集目标为（３ ～ ５） ×１０６ ／ ｋｇ ＣＤ３４＋细
胞。 单次采集数目达到 ２．５×１０６ ／ ｋｇ ＣＤ３４＋细胞，优
于延长动员、多次采集获得 ５ × １０６ ／ ｋｇ ＣＤ３４＋ 细
胞［３３-３４］。

３． 若计划多次 ＡＳＣＴ，应采集更多数量的造血

干细胞保存。
四、ＨＳＣＴ前的检查和评估

（一）ＨＳＣＴ前评估

进行 ＨＳＣＴ 前应对患者进行全面和完善的评

估，以选择适合可耐受 ＨＳＣＴ 治疗的患者［３５］。 评估

的内容包括：（１）病史和体格检查。 （２）体能状态：
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Oｎｃｏlｏｇｙ
Ｇｒｏｕｐ， ＥＣOＧ）或卡氏（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 ＫＰＳ）评分。 （３）
血常规、分类及 ＡＢO 血型检查。 （４）对 ＮＨＬ 或 ＨＬ
的疾病状态评价：包括增强 ＣＴ 或 ＰＥＴ-ＣＴ 扫描，骨
髓和淋巴结相关检查等；腰穿脑脊液检查，特别是高

危或有中枢神经系统侵犯病史的患者。 （５）对非复

发死亡风险的评估分析：体能状况、营养状况和社会

心理学状态、病毒血清学检查（包括单纯疱疹病毒、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ＥＢ 病毒、巨细胞病毒、ＨＢ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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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ＣV和 ＨIV血清学检查，特别是 ａllｏ-ＨＳＣＴ 受者），
主要脏器特别是心、肺、肾和肝功能等。

（二）适合 ＨＳＣＴ移植的标准

除外组织学诊断，ＨＳＣＴ 的疗效与接受治疗患

者的一般状况、生理学状态和并发症等同样密切相

关。 尚无标准的年龄和器官功能评估参数值和绝对

禁忌证；一些常见的参量仅仅有助于选择耐受

ＨＳＣＴ治疗的最佳人群［３５］。
１． 年龄：（１）既往 ＡＳＣＴ 的年龄上限为≤６５ 岁

的年轻患者；随着采用非全身照射 （ ｔｏｔａl ｂｏｄｙ
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ＢI）为基础的预处理方案、ＰＢＳＣＴ 以及

造血生长因子、广谱抗生素等支持治疗的进展，
ＡＳＣＴ的非复发死亡（ｎｏｎ-ｒｅlａｐｓｅ ｍｏｒｔａlｉｔｙ， ＮＲＭ）明
显减低，ＡＳＣＴ可安全地用于治疗≤７５ 岁、一般状况

良好而无明显脏器功能和合并症的老年患者。 （２）
清髓性 ａllｏ-ＨＳＣＴ 通常用于年龄≤５５ 岁的年轻患

者。 随着减低预处理剂量 ／非清髓性 （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ｎｏｎｍｙｅlｏａｂl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ＲIＣ ／ ＮＭＡ）
ａllｏ-ＨＳＣＴ的出现和完善，ＲIＣ ／ ＮＭＡ-ａllｏＳＣＴ 可用于

老年和（或）轻度脏器功能损害的患者。 造血干细

胞移植合并症指数 （ 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ｃｅll ｔｒａｎｓｐlａｎ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ｒｉｓｋ， ＨＣＴ-ＣI）较 Ｃｈａｒlｓｏｎ 合并症指数能

够更好地预测 ＨＳＣＴ的 ＮＲＭ和患者生存，部分 ６５～
７０岁而 ＨＣＴ-ＣI≤４ 的患者可选择 ＲIＣ ／ ＮＭＡ-ａllｏ-
ＨＳＣＴ。

２． 脏器功能和其他指标：通常建议 ＫＰＳ 评分

ＡＳＣＴ≥６０ 分、清髓性 ａllｏ-ＨＳＣＴ≥８０ 分和 ＲIＣ ／
ＮＭＡ-ａllｏＳＣＴ≥７０分；左室射血分数（ l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lａｒ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ＬVＥＦ）≥４５％，无未控制的心动过

速或快-慢综合征；肺功能检查一秒用力呼气容积

（ｆｏｒｃｅｄ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ｖｏlｕｍｅ ｉｎ ｏｎ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ＥV１） ≥
６０％和 一 氧 化 碳 弥 散 量 （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ＬＣO）≥５０％；血清胆红素≤２ ｍｇ ／ ｄl 或≤
３４．２ μｍｏl ／ 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和天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ＡＳＴ）≤正常值的 ２ 倍；血肌酐≤１．５
ｍｇ ／ ｄl或≤１３２ μｍｏl ／ Ｌ或肌酐清除率≥６０ ｍl ／ ｍｉｎ；
无未控制的第二肿瘤；无未控制的活动性感染。

五、预处理方案

１． 预处理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清除或降低肿瘤

负荷和（或）足够的免疫抑制避免移植物排斥（ａllｏ-
ＨＳＣＴ）。 传统的清髓性预处理方案由超致死剂量的

ＴＢI和（或）无毒性叠加的联合化疗组成。
２． ＡＳＣＴ目前尚无标准的预处理方案，因缺乏

移植物抗淋巴瘤效应，应采用清髓性预处理方案。

（１）常用的预处理方案包括 ＢＥＡＭ方案（卡莫司汀＋
依托泊苷＋阿糖胞苷＋美法仑）、ＢＥＡＣ 方案（卡莫司

汀＋依托泊苷＋阿糖胞苷＋环磷酰胺）、ＣＢV 方案（环
磷酰胺 ＋依托泊苷 ＋卡莫司汀）和包含 ＴＢI 的方

案［３６-３７］。 （２）以 ＴＢI为基础的预处理方案具有更多

的近期和远期毒性，如继发第二肿瘤、肺毒性、生育

障碍和白内障形成等；同时部分患者需接受或计划

接受限制性毒性剂量的局部放射治疗。 因而不包含

ＴＢI的联合化疗方案是更常用的预处理方案。 （３）
包含噻替哌（ ｔｈｉｏｔｅｐａ）的预处理方案显示可以提高

ＰＣＮＳＬ的疗效［１８-１９］。 （４）近年来，在多项临床研究

中，有学者尝试替代经典的 ＢＥＡＭ 预处理方案，然
而多 数 为 单 中 心、非 对 照 研 究。 Vｐ１６ ／ ＭＥＬ 或

ＢｕＣｙＥ方案并不成功，特别是对于 ＨＬ 患者。 在多

项临床研究中，一些新的药物替代卡莫司汀显示其

可行性；特别是以苯达莫司汀替代卡莫司汀，初步显

示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３６］。
３． ＢｕＣｙ２和 Ｃｙ-ＴＢI是清髓性 ａllｏ-ＨＳＣＴ常用的

预处理方案。 对于年轻、侵袭性疾病和对治疗反应

不佳的患者，若 ＫＰＳ≥８０％、低 ＨＣＴ-ＣI 以及存在

ＨＬＡ匹配的同胞供者，应选择清髓性 ａllｏ-ＨＳＣＴ。
４． ＲIＣ ／ ＮＭＡ预处理方案通常以氟达拉滨为基

础，包括氟达拉滨 ／马法兰、氟达拉滨 ／低剂量白消

安、氟达拉滨 ／环磷酰胺和低剂量 ＴＢI联合或不联合

氟达拉滨等［３８］。 （１）ＲIＣ ／ ＮＭＡ-ａllｏ-ＨＳＣＴ 常用于老

年、体能状态稍差、合并症较多、高 ＨＣＴ-ＣI 或 ＨＳＣＴ
后复发的患者。 （２） ＞６０ 岁的患者原则上不选择清

髓性方案。 （３）惰性淋巴瘤，如 ＦＬ、ＣＬＬ或 ＭＣＬ等，
无论是年轻或年龄较大患者，清髓性 ａllｏ-ＨＳＣＴ 可

能带 来 不 必 要 的 ＮＲＭ， 多 采 用 ＲIＣ ／ ＮＭＡ-ａllｏ-
ＨＳＣＴ。 （４）对于 ＨＬＡ不全相合来源供者，可联合抗

胸 腺 免 疫 球 蛋 白 （ ＡＴＧ ） 或 ＣＤ５２ 单 抗

（ａlｅｍｔｕｚｕｍａｂ）体内去除 Ｔ淋巴细胞，降低移植排斥

和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 ｇｒａｆｔ ｖｅｒｖｕｓ ｈｏｓ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VＨＤ）。 （５） ＡＳＣＴ ／ ＲIＣ-ａllｏ-ＨＳＣＴ 的治疗方法需

要进一步探索。
六、 移植后治疗

疾病复发是导致患者 ＨＳＣＴ治疗失败和死亡的

主要原因之一，特别是接受 ＡＳＣＴ 的患者；ＨＳＣＴ 后

有效的维持治疗，有助于减少复发和治疗失败，提高

生存率。
１． 利妥昔单抗维持治疗目前不推荐用于 ＡＳＣＴ

后的 ＤＬＢＣＬ患者，特别是移植前接受足疗程、足剂

量利妥昔单抗治疗的患者［３９］。 惰性 Ｂ-ＮＨＬ或 ＭＣ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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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患者 ＡＳＣＴ 后采用利妥昔单抗治疗可以延长

ＰＦＳ，但 OＳ获益不明确［４０］；而最佳的维持治疗方法

和周期尚未建立。
２． 对于巨块型或残留病灶的患者，ＨＳＣＴ 前

（后）可给予受累部位放射治疗，以获得更好的缓解

或降低局部病灶复发，但对生存的影响不确定。 移

植后放疗的时机通常为 ＨＳＣＴ 后 １ ～ ３ 个月，且造血

功能完全恢复。
３． 基于微小残留病监测的预先清除 （ ｐｒｅ-

ｅｍｐｔｉｖｅ）治疗策略有待于临床研究的探讨和证实。
４． 国际上正在开展 ＡＳＣＴ后一些新药维持治疗

的临床试验，如 ＢＣＲ 受体抑制剂（包括 ＢＴＫ 抑制

剂、ＳＹＫ 抑制剂、ＰＫＣβ 抑制剂）、蛋白酶体抑制剂、
免疫调节药物、ＰI３Ｋ ／ ＡＫＴ ／ ｍＴOＲ 抑制剂、Ｂｃl-２ 抑

制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抗 ＣＤ３０ 单克隆抗

体（ｂｒｅｎｔｕｘｉｍａｂ ｖｅｄｏｔｉｏｎ）和免疫治疗（包括 ＰＤ-１抑
制剂或 ＣＡＲ-Ｔ细胞治疗）等，对于移植后具有高危

复发风险的患者可以参加此类 ＡＳＣＴ后维持治疗的

临床试验。
七、随访和监测

１． 推荐 ＨＳＣＴ后第 １ 年每 ３ 个月随访 １ 次，第
２～３年每 ６ 个月随访 １ 次，第 ４ ～ ５ 年每年随访

１次［３３］。
２． 随访检查内容包括病史和体格检查、血液学

检查［包括血常规、乳酸脱氢酶和主要脏器（如心、
肝、肺、肾等）功能的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
其中影像学检查推荐采用增强 ＣＴ，对于无临床症状

患者检查的频率不应短于 ６ 个月，移植 ３ 年后建议

延长至 １ 年 １ 次［３３］。 目前尚无证据表明，ＰＥＴ-ＣＴ
扫描作为常规随访监测可以提高疾病复发检出率，
特别是获得完全缓解的患者。

３． Ａllｏ-ＳＣＴ受者注意监测移植后各种病毒和淋

巴增殖性疾病的发生。
４． 若接受过头颅、颈部和（或）纵隔放疗，应包

括含促甲状腺激素的内分泌功能相关检查；ＴＢI 或
全颅照射的患者应注意白内障或脑白质病等远期并

发症的观察。
５． 临床怀疑复发时应按照初诊检查。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白海（解放军西部战区兰州医

院血液科）、白鸥（吉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中心）、常英军（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陈洁萍（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血液科）、陈
协群（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血液科）、杜欣（广东省人民医院血液

科）、范磊（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冯茹（南方医科大

学南方医院血液科）、高春记（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科）、高玉环（河北

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血液科）、郭晔（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肿瘤

内科）、何小慧（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侯健（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同仁医院血液科）、胡建达（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院血液科）、
胡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血液科）、胡豫（华中科技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血液科）、黄河（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黄慧强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肿瘤内科）、纪春岩（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血

液科）、江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江明（新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血液科）、克晓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赖永榕（广
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李菲（南昌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

液科）、李建勇（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李军民（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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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２６）

２０１９中国肿瘤学焦点学术大会一轮会议通知

  ２０１９中国肿瘤学焦点学术大会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４ 至

２６日在河南省郑州市召开。
本次大会由中国肿瘤学焦点学术大会组委会、中华医学

会杂志社、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中华肿瘤杂志、中华肿瘤

防治杂志 、慢性疾病与转化医学杂志（英文）、肿瘤研究与临

床杂志、白血病·淋巴瘤杂志主办，河南省肿瘤医院承办。
本次大会主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院长

于金明院士担任；大会副主席由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

委员徐惠绵教授担任；大会执行主席由河南省肿瘤医院院长

张建功教授担任。 会议主要将就肿瘤科各领域热点问题进

行学术探讨，分别以肺癌、乳腺癌、胃肠肿瘤、放疗医学、肿瘤

微创与介入治疗、新药临床试验、血液肿瘤、医学论文写作等

为主题召开学术专场会，其中肿瘤的多学科诊治与精准医疗

为会议的重要议题。
本次大会将遵循先进性、学术性和实用性的原则，采用

国际高峰论坛、院士高峰论坛、特邀演讲、专题报告、多学科

病例讨论等形式进行交流，同时大会设置征文。 会议将授予

国家级Ⅰ类教育学分。我们诚挚的邀请全国各地从事肿瘤

学领域的同道参加本次盛会，为共同推动我国肿瘤学事业的

发展做出努力。
会议报名以及详细情况请登录：大会官网： ｈｔｔｐ： ／ ／

２０１９ｎｏｃｏｃ．ｈｕｉ．ｊｉｎｇｙｉｈｕｉ．ｏｒｇ，手机端可直接扫描以下二维码登

陆会议官网。

  会议秘书组联系方式：高老师（０１０-８５１５８３８０）、杨老师

（０１０-８５１５８２３６）；Ｅ-ｍａｉl：ｇａｏｑｉｘｉａｎｇ＠ ｃｍａ．ｏｒｇ．ｃｎ；ｙａｎｇｔｔ＠ ｃｍａ．
ｏｒｇ．ｃｎ 期待您的莅临！

中国肿瘤学焦点学术大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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