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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 在 肺 癌 、 淋 巴 癌 、 乳 腺
癌、胃癌、白血病、卵巢癌、类风湿、
过敏性鼻炎、银屑病等疾病领域，多款
重磅创新药陆续上市，给众多患者带来
福音。

这些药大都是用于防治严重危及生
命或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且尚无
有效治疗手段或具有明显临床优势的新
药。有的是我国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创新药，有的是已在国外批准
上市的药物。为了给国内患者以更多用
药选择，不少药物是被国家药监局加速
审批上市的。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副主
任王月丹解释说，创新药指的是某疾病
治疗领域最新研发的药物。近年来的创
新药，多为生物药、靶向药，比如单抗
类、小分子激酶抑制剂类等。

生物药，也称“生物制品”，指利用
各种方法，包括普通培养、基因工程、细胞工
程、蛋白质工程、发酵工程等生物技术，获得的
微生物、细胞及各种动物或人源的组织、液体等。

靶向药，即以人体内的某种分子为靶点，精
准治疗相关疾病的药物，目前主要是针对肿瘤靶
向治疗。靶向药主要分两类，一类主要成分是单
克隆抗体，通常以“单抗”或“抗体”字样命名;
另一类是小分子激酶抑制剂，针对一些蛋白激酶
发挥抑制作用，通常以“替尼”命名。

2020 年国内批准上市的重磅新药中，很多是
纳入优先评审的生物药。王月丹表示：“未来，
生物药将在新药研发领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说，其实人类利用生物制取药物的历史很悠
久，常见的狂犬疫苗、牛痘疫苗都属于生物药。
第一款获批上市的单抗类生物药是 1997 年瑞士生
产的利妥昔单抗，现在仍是治疗淋巴瘤的经典药
物。近年来，生物药的研究和生产工艺研发进步
更快了。王月丹提醒，从现有数据来看，新上市
的药物都非常不错，但能否给患者带来切实疗
效，还得继续观察。建议大家选择新药时，参考
两个条件：一是新药的确比老药有特别大的优势;
二是目前没有其他的用药选择。

生物药

●阿巴西普注射液(恩瑞舒)
目前全球类风湿关节炎领域唯一一个被批准

的 T细胞选择性共刺激免疫调节剂。
原产地：美国
适应证：类风湿关节炎
获批日期：2020年 1月 8日
临床数据：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使用恩瑞舒治

疗后达到 20%、50%、70%的缓解应答率，分别为
83%、 73%和 50%，阿达木单抗组应答率分别为
63%、45%和 30%。

●阿替利珠单抗注射液(泰圣奇)
该药是 30 年来第一个被证明给小细胞肺癌患

者带来明显获益的创新药。该药联合化疗方案，
已取代传统化疗方案，成为广泛期小细胞肺癌的
一线治疗新标准。

原产地：德国
适应证：小细胞肺癌
获批日期：2020年 2月 11日
临床数据：对比化疗，泰圣奇联合化疗可以

降低患者 30%死亡风险。泰圣奇联合化疗组的小
细胞肺癌患者中位生存期为 12.3 个月;在更长时间
随访中，泰圣奇联合化疗组中 1/3的患者生存期超
过 18个月，化疗组只有 21%。

●维得利珠单抗注射液(安吉优)
该药是第一个专门针对肠道炎症信号通路的

药物，是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推荐的一线生物
制剂。

原产地：丹麦

适应证：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
获批日期：2020年 3月 11日
临床数据：患者使用安吉优 2周即可快速改善

关键症状;诱导治疗应答率高达 86.2%;5年累积用药
数据显示，患者可获得高达 90%的临床缓解。

●维布妥昔单抗注射液(安适利)
目前已在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用于淋巴

瘤治疗。
原产地：丹麦
适应证：大细胞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
获批日期：2020年 5月 12日
临床数据：使用该药，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

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中位总生存期从 10.5~27.6 个
月提升至 40.5 个月，复发或难治性系统性间变性
大细胞淋巴瘤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提升至 60%。

●布罗利尤单抗注射液(立美芙)
该药是国内引进的首个白介素 17 受体 A 的抑

制剂，为银屑病的治疗带来新的用药选择。
原产地：日本
适应证：银屑病
获批日期：2020年 6月 17日
临床数据：布罗利尤单抗 210毫克组在用药 12

周和 52 周的皮损完全清除率，分别达到了 42%和
56%。

●度普利尤单抗注射液(达必妥)
全球首个，也是唯一获批治疗成人中重度特

应性皮炎的靶向生物制剂，能快速、显著、持续
地改善特应性皮炎患者的皮损程度和瘙痒症状。

原产地：法国
适应证：特应性皮炎
获批日期：2020年 6月 17日
临床数据：成人中重度特应性皮炎患者中长

期持续用药 148周，患者湿疹面积及严重程度评分
均值持续降低。

●地舒单抗注射液(普罗力)
国内临床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用于骨质

疏松症治疗的单抗类药物。
原产地：荷兰
适应证：绝经后骨质疏松症
获批日期：2020年 6月 17日
临床数据：受试者在为期 3年的试验期及后续

长达 7年中持续使用该药，腰椎和全髋的骨密度平
均增加 21.7%和 9.2%，有效降低了椎体、非椎体和
髋部骨折的风险。

●注射用曲妥珠单抗(汉曲优)
首个国产曲妥珠单抗，打破了进口原研曲妥

珠单抗在中国 18年的垄断局面。
原产地：中国
适应证：乳腺癌、胃癌
获批日期：2020年 8月 12日
临床数据：3期临床数据显示，在质量、安全

性和有效性方面与原研药曲妥珠单抗均高度相
似。在主要终点，24 周总缓解率方面，汉曲优组

的总缓解率为 71.3%，原研组为 71.4%。
●注射用倍林妥莫双抗
于 2014 年被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加速批准上市，用于治疗费城染色
体阴性前体 B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随后扩大适应证，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
前体 B细胞成人或儿童患者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

原产地：美国
适应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获批日期：2020年 12月 3日
临床数据：相比化疗可使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延长 3.7 个
月，患者中位总生存期达 36.5个月。倍林
妥莫双抗与达沙替尼联合用药，在一线
治疗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成人患者时，患者总生存率和无疾
病生存率高达 95%和 88%。

化学药品

●苯环喹溴铵鼻喷雾剂(必立汀)
我国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药，具有毒副作用低、使用安全、适用人群广泛
等优势。

原产地：中国
适应证：变应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获批日期：2020年 3月 17日
临床数据：可显著改善患者流涕症状 (该药流

涕症状评分均值下降 4.83，安慰剂下降 2.46)。
●甲磺酸阿美替尼片(阿美乐)
我国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药，与现有治疗手段相比具有明显治疗优势。
原产地：中国
适应证：非小细胞肺癌 (局部晚期或转移性患

者)
获批日期：2020年 3月 17日
临床数据：针对 EGFR
T790M 耐药突变的患者，总体客观缓解率达

68.9%，疾病控制率达 93.4%;对于无症状脑转移的
患者，客观缓解率达到了 61.5%;无脑转移患者客观
缓解率达到 72.6%，中位无进展生存期达 12.3月。

●泽布替尼胶囊(百悦泽)
我国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

药，也是中国药物史上首个在美国获批的本土研
发抗癌新药。

原产地：中国
适应证：淋巴瘤、淋巴细胞白血病
获批日期：2020年 6月 2日
临床数据：针对复发/难治套细胞淋巴瘤，单

药治疗的总体客观缓解率达 84%，完全缓解率达
69%;针对复发/难治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小淋巴细
胞淋巴瘤，该药治疗的总缓解率达到 62.6%，完全
缓解率达 3.3%。

●盐酸恩沙替尼胶囊(贝美纳)
该药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获批用于治疗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突变晚期非小细胞型肺癌的国
产 1类创新药。

原产地：中国
适应证：非小细胞肺癌
获批日期：2020年 11月 17日
临床数据：恩沙替尼治疗克唑替尼耐药患者

的 整 体 客 观 缓 解 率 为 52.6% ， 疾 病 控 制 率 为
87.8%，中位无进展生存期为 11.2个月。

●氟唑帕利胶囊(艾瑞颐)
该药为我国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创新药，首个获批的国产 PARP抑制剂。
原产地：中国
适应证：卵巢癌、输卵管癌或腹膜癌
获批日期：2020年 12月 14日
临床数据：客观缓解率和疾病控制率分别为

64.1%和 95.1%，完全缓解率为 8.7%。

2020上市的重磅创新药

桂枝红花酊，治冻疮
冻疮多发生于身体末梢部位和暴露部位，如手、

足、鼻尖、耳廓和面颊等处。每到冬天，老疮处容易
复发。中医认为，本病多为寒冷侵袭、气滞血瘀，导
致局部血液循环障碍，气血运行不畅，治疗应活血化
瘀、温经散寒、消肿止痛。

推荐一个防治冻疮的方子：桂枝15克，细辛、干
姜各 10克，红花 5克，白酒 200毫升，药物放入白酒
浸泡 1周即可。使用时用棉签蘸药液外搽患处，并揉
搓至局部发热，每日2~3次。

方中，桂枝发汗解表、温经通阳；细辛祛风解
表、散寒止痛；干姜温中散寒、健运脾阳、温暖中焦，
使阳气送达四肢；红花活血通络，祛瘀止痛。药物直达
病所，收效较快。冻疮初起，有局部硬块、红肿冷痒者，
外用可活血化瘀、消肿通络；冻疮未发者，立冬后外用
本品有预防功效；冻疮破溃者不宜使用。

冻疮患者，应加强体育锻炼、适当活动，做好防
寒保暖。每日适当揉搓局部至微发热，经常用冷热水
交替洗手洗脸，以改善毛细血管舒缩功能，增强局部
血液循环。

不健康零食是健康的“绊脚石”。当它们在触手
可及的地方，更容易吸引人们伸出手。近期，美国

“MSN”网站总结了几种让人增加健康零食摄入、减
少不健康零食的习惯，《生命时报》记者请武汉市中
心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许淑芳进行了解读。

1.健康零食装进透明袋。研究指出，人们更倾向
于食用透明包装里的食物。建议将甜品、炸鸡等高脂
产品用锡纸或纸袋等不透明包装盛装。将健康食物，
如坚果、水果放入透明的保鲜盒或保鲜袋中。

2.零食不要放在厨房台面上。美国康奈尔大学食
品与品牌实验室分析厨房场景的照片时发现，女性的
体重与厨房剩下的食物数量存在正相关。如果甜饮
料、饼干放在桌上，女性体重将显著增长。

许淑芳表示，当零食放在视线内或伸手可及的距
离，人们就会忍不住越吃越多。有时人们不吃蔬果等
健康食物，并非家里没有，而是放在冰箱里看不到。

有研究发现，若办公室桌面放着巧克力，女性平均一
天就会吃掉 9块而不自知。不妨在显眼处放些果蔬、
坚果等，或把健康零食放在钥匙旁边，每天早上上班
顺手带走或下午饿时吃。

3.小盘子装零食。测试发现，将大盘子换为小盘
子，可减少22%的食物摄入量。小分量也方便实现食
物多样化，还能减少浪费。

4.零食定量。如果无法克制吃零食，不妨把要吃
的零食定量分好份，每天即使忍不住吃，也只能吃这
么多，避免摄入超标。

5.保持厨房整洁。《环境与行为杂志》刊登研究
发现，相比干净整洁的厨房环境，厨房杂乱无章，女
性摄入热量会更多，而且更喜欢吃饼干而非蔬菜。合
理的厨房摆放能够让人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6.吃东西时别看电视。专心进食既利于咀嚼，也
能感受胃部饥饱状况；吃饭分心可能无意中吃下更多
食物，而且不利胃肠消化。

7.设置“提醒”。对于严格控制饮食减重者，许淑
芳建议在生活中设置多重提醒：设置闹钟，如晚 8点
准时刷牙，避免吃夜宵；设置手机壁纸为健身图片，
或写上少吃多动的文字，激励减少进食；告诉周围人
自己减重的决心，吃零食时帮忙“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