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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澳門大學-清華大學中醫藥和免疫學研究專題研習營成功舉辦

12月17日至24日，澳門大學與清華大學成功舉辦了
為期一週的「澳門大學-清華大學中醫藥與免疫學研
究專題研習營」。由陳新特聘教授、路嘉宏副教授
和曹俊傑助理教授帶領12名澳門大學學生與清華大
學代表師生進行學術交流，重點探討未來的合作方
向。

活動首日，由胡小玉教授和石彥教授代表清華大學
醫學院歡迎澳門大學師生。雙方介紹了各自的師資
陣容、教學水平和科研平台，隨後展開了長逹四小
時的「中藥、天然產物與免疫」研討會。陳新特聘
教授、路嘉宏副教授、及曹俊傑助理教授與清華大
學免疫研究所代表，包括胡小玉教授、石彥教授、
曾文文副教授、郭曉歡副教授、以及劉志華副教授，
分別介紹了自己的研究方向，並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這為未來兩校在中醫藥與免疫學領域的進一步合作
奠定了基礎。 當天下午，三位澳門大學教授以特邀
專家的身份分享了傳統中醫藥在調節免疫系統及神
經方面的研究。陳新特聘教授更從《黃帝內經》的
理論談到現代科學對免疫系統抵禦外來侵犯的共通
之處。隨後，三位澳門大學老師受邀擔任清華大學
免疫所博士生課程「Critical Thinking in Immunology」
的評委，深入了解清華大學免疫所對博士生的科研
訓練。

次日，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代表團前往北京大
學藥學院，與葉敏院長、黃卓副院長、汪貽廣副院
長及其團隊就科研合作和共同培養藥理學專業人才
展開深入討論。隨後，澳大師生代表團更前往清華
大學藥學院，討論未來學生互訪事宜。陳立功教授
表示，清華大學藥學院一直以來都積極推動港澳大
學師生到內地學習交流，並介紹了為期兩個月的安
進學者計畫（Amgen Scholars Program）的學生暑
期交流計畫。

清華大學醫學院-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中藥、天然産物與免疫研討會” 開幕式合影

陳新院長帶領團隊拜訪北京大學藥學院和座談交流

拜訪清華大學藥學院並座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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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續的研習營中，兩校的博士研究生分享了各自
的研究進展，並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此外還安排了
特色前沿課程，包括《疫苗的力量》、《前沿生物
醫學論壇》、《基礎醫學與疾病導論》等學術活動，
同時參觀了蘇世民書院、校史館和清華大學校級科
研平台。 在活動的最後一天，澳門大學師生參訪了
昌平實驗室、神濟昌華、華夏英泰等公司，深入了
解本土醫藥健康領域的前沿技術，從基礎研究到生
物藥轉化的生產過程。

在閉幕式上，為了鞏固兩地情誼，共同慶賀本次訪
學圓滿落幕，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學生代表陳
義博和方鴻語發言表示：深切感受到這次訪學活動
清華醫學院對澳門大學學生的貼心和溫暖的招待，
細緻的安排和耐心介紹，同時表示對清華大學校級
科研平台的震撼印象，期待未來兩校在中醫藥和免
疫領域有更加緊密的合作。

這項活動由清華大學港澳台辦公室指導，清華大學
醫學院基礎醫學系主辦。自2021年兩校合作申報此
交流項目以來，經過兩年的精心籌備終於圓滿實施。
本次活動以「中醫藥與免疫學」為主題，透過實地
學習、專家講座、團隊研讀等形式展開，得到了教
育部2023年內地與港澳大中小學師生交流計畫大學
生計畫（簡稱「萬人 計劃”）的資助。

研習營閉幕式合影

受邀參加NSFC-FDCT前沿學科論壇

為貫徹中央“一國兩制”方針，促進澳門大健康產
業的發展，加強內地與澳門地區科學家的合作與交
流，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與澳門科
學技術發展基金（FDCT）共同主辦的“2023年度
NSFC-FDCT前沿學科論壇”於12月5日至8日在黑龍
江省哈爾濱市舉行。

本次論壇聚焦中醫藥傳承發展，以“新時代中醫藥
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科技基金行政委員會委員葉

桂林率領澳門大學及澳門科技大學的十餘位教授參
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國際合作局副局長兼
港澳臺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永濤率領來自哈爾濱醫科
大學、黑龍江中醫藥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用植
物研究所、中國人民解放軍全軍中藥研究所、上海
中醫藥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天津中醫藥大學等
多所内地院校的諸多專家學者出席。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國際合作局副局長
兼港澳臺辦主任張永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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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濤主任和葉桂林委員先後致辭，表達了基金委
和澳門科技基金對促進內地和澳門中醫藥領域科研
合作的支持，並希望參會專家透過是次論壇交流研
究進展和分享成果，對中醫藥的高質量發展建言獻
策。哈爾濱醫科大學楊寶峰院士做了《學科交叉融
合推動中醫藥高質量發展》的主題演講。其後，我
院陳新特聘教授做了《中藥小分子靶向TNFR2的治
療學意義》的特邀報告。我院李紹平特聘教授，陳
修平教授、歐陽德方副教授、王穎副教授、路嘉宏
副教授、卞鷹副教授亦分別做了會議報告。本次論
壇合計27位來自內地和港澳的中醫藥領域專家進行
了會議報告，專家演講內容豐富，涉及到中醫藥創
新發展的新理論、新策略和新方法等方面。與會專
家對中醫藥高質量發展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發表了
各自的意見。與會專家認爲，以中醫藥臨床有效性
及安全性為指針，以中醫藥現代化、國際化及產業
化為目標，開展多學科協同創新，是中醫藥高質量
發展的核心內容。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在會後將形成
“中醫藥高質量發展2023哈爾濱共識”，向業界發
佈。

本次論壇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NSFC）和澳
門科學技術發展基金（FDCT）資助、黑龍江中醫藥
大學承辦。

陳新特聘教授做論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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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契合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重點，更大作為推
動”1+4”規劃有效落實，助力中醫藥大健康在澳門蓬
勃發展，由澳門基金會、澳門衛生局、澳門藥物監
督管理局、澳門科技發展基金、澳門大學支持，國
際中醫藥學會主辦，澳門中藥研發中心、中華醫藥
協會及中華醫藥學報編輯部承辦的「2023中華醫藥
澳門論壇暨醫藥信息及學術出版研討會」於12月3

日至6日在澳門大學隆重舉行，傳承創新研發轉化，
助力澳門拓展國際。

澳門基金會吳志良主席、澳門衛生局羅奕龍局長、
澳門藥監局蔡炳祥局長、澳門科技發展基金謝永強
主席、澳門大學宋永華校長、世界衛生組織澳門傳
統醫學合作中心莫蕙祥局長，以及中華中醫藥學會、
中國中藥協會與世界中醫藥學會聯合會代表致詞。
來自海內外的院士、學者和青年才俊發表了精彩的
主題演講。由國際中醫藥學會舉辦中華醫藥澳門論
壇至今已經連續舉辦十餘屆，積極配合國家和特區
政府發展中醫藥的戰略，促進誇學科、誇地區及國
界的學術交流與合作，致力推動中醫藥現代化和國
際化。

來自海內外大賽評審專家、境內外十多所著名學府
的參賽團隊共同赴澳參加「第五届中華醫藥創新創
業大賽」，推動澳門中醫藥大健康產業發展，共同
助力中華醫藥傳承創新與國際拓展。

澳門中藥研發中心主任王一濤講座教授做主題發言

第五届中華醫藥創新創業大賽頒獎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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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首屆澳門中醫藥與天然藥物國際研討會

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和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
實驗室於10月26至28日成功舉辦“第一屆澳門中醫
藥與天然藥物國際研討會暨第一屆澳門藥學國際研
討會”，匯聚300多名來自澳大利亞、韓國、新加
坡、中國內地、澳門和香港的專家、科研人員及學
生參與。

研討會共設31場系列演講，探討中醫藥、天然產物
和藥物科學的前沿研究和創新技術。澳大副校長葛
偉表示，澳大歷來高度重視中醫藥的研究與發展，
培養了大批中醫藥人才，開展了系列原創性研究，
並在中醫藥的產業化方面取得喜人進展；澳大將繼
續支持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發展，進一
步推動中華醫藥的國際交流合作。

澳大中華醫藥研究院院長、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
實驗室代主任陳新特聘教授表示，是次研討會旨在
匯聚全球知名科學家和研究人員，為中醫藥、天然
產物、藥物科學等領域的前沿研究提供分享平台，
期待通過是次研討會推動中醫藥與天然藥物研究的
國際合作交流。

研討會涵蓋多個主題，包括中藥質量保障新技術、
免疫治療分子靶標、中醫藥臨床研究與監管、藥物
發現前沿技術、創新藥物遞送技術、傑出出版論壇
等。

出席研討會開幕式的嘉賓還有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衛生局局長羅奕龍、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行政委員會
委員鄭冠偉、藥物監督管理局代副局長李志洋等。

參與研討會的十位在讀研究生更榮獲由國際白細胞生物學會
資助頒發的優秀研究獎

中國科學院院士邵峰以細胞焦亡為主題，系統回顧了他和團
隊近年的研究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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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學人研究講壇”第15講

澳門大學於10月24日舉行“澳大學人研究講壇”第
15講，由澳大中華醫藥研究院李鵬教授以“用現代
科技築起中藥安全的第一道防線”為題發表演說。
講座現場座無虛席，反響熱烈，並吸引一眾中學師
生於線上參與。

講座上，李鵬教授向觀眾詳細講解了影響中藥安全
的主要因素，並介紹如何運用現代科技手段保障中
藥的安全性。在問答環節，與會者積極提問，交流
氣氛熱烈。有與會者表示，通過是次分享對中藥安
全性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和理解。

李鵬教授於2008年獲澳大生物醫藥博士學位，現任
澳大中華醫藥研究院教授、副院長。他致力於中藥
質量的系統評價和安全性評價的關鍵技術研究，重
點聚焦中藥外源性有害殘留快速檢測創新方法的開
發。

李鵬教授以“用現代科技築起中藥安全的第一道防線”為題
發表演說

澳大校長率團與韓國多所一流大學簽署合作協議

為進一步擴展澳門大學國際合作網絡，加強與亞太
地區院校的交流和合作，澳大校長宋永華率團訪問
韓國多所一流大學︰高麗大學、梨花女子大學、成
均館大學、慶熙大學、延世大學，期間簽署多項合
作協議，以及探討聯合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創新人
才。

訪問慶熙大學期間，代表團一行與該校常務副校長
Ohbyung Kwon等代表會面及交流，並簽署了學生交
換協議；澳大中華醫藥研究院代表還訪問了該校韓
醫學院，探討於傳統醫藥領域的科研合作並舉辦學
術會議。

宋永華一行在訪韓期間亦拜會了中國駐韓國大使邢
海明及教育公使銜參贊艾宏歌。宋永華向他們介紹
了澳大的發展概況、國際化戰略佈局、澳大與韓國
院校的合作情況和展望。邢海明高度讚賞澳大近年
的快速發展和國際化工作成果，並表示大使館將全
力支持澳大與韓國院校拓展合作及交流，雙方亦就
促進澳門特區和韓國之間的學術合作進行了深入的
交流和討論。

是次澳大代表團成員還包括中華醫藥研究院院長陳
新、全球事務總監王瑞兵、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雷
智豪、工商管理學院助理院長蘇小恩和中華醫藥研
究院課程主任吳靄琳。

澳門大學與慶熙大學簽署學生交換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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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藥物創新聯盟成立

宋永華與澳大代表

傳統藥物創新聯盟舉行線上成立儀式

澳大學者獲批“青年科學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公佈2023年度集中接收申
請項目評審結果。中華醫藥研究院研究助理教授馮
瑞冰和李國棟通過澳大申請獲批“青年科學基金項
目”。

為提升亞洲傳統藥物創新研究的合作層次和水平，
澳門大學牽頭與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韓國等
地的精英高校和科研機構共同成立“傳統藥物創新
聯盟”，並於10月10日舉行線上成立儀式和首屆理
事會會議。

傳統藥物創新聯盟由澳門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馬來西亞 Sarawak Biodiversity

Centre和韓國首爾大學共同發起。聯盟是在博鰲亞
洲論壇“構建全球科技治理新框架”倡議的指導下
籌劃成立的。聯盟將匯集區域內傳統藥物領域的專
家和機構，通過交流、合作和創新，攜手共建亞洲
傳統藥物產業發展的新格局。

博鰲亞洲論壇諮詢委員會成員、博鰲亞洲論壇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澳門委員會主席梁維特熱烈祝賀傳統
藥物創新聯盟的成立，期望聯盟進一步促進傳統藥
物的創新研究和成果轉化，為澳門、國家和全球的
健康事業作出積極貢獻。

澳門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黃聖彪、藥物監督管理局
局長蔡炳祥、衛生局副局長鄭成業、科學技術發展
基金行政委員會委員葉桂林、經濟及科技發展局科
技廳代廳長陳祖榮等參與儀式。澳大中華醫藥研究
院院長陳新、研究服務及知識轉移辦公室主任王春
明、全球事務總監王瑞兵、中華醫藥研究院課程主
任吳靄琳亦有出席。

中華醫藥研究院通訊/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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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改革委等部委代表團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區域開放司司長徐建平於12月14日率中央多個部
委代表團訪問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受到中華醫藥研究院院長兼中藥
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陳新特聘教授及鄭慧珊、曹俊傑和吳靄琳助
理教授熱情接待。

牛津大學高等研究院（蘇州）

牛津大學高等研究院（蘇州）院長崔占峰教授代表團於12月14日參訪澳
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並獲中華醫藥研究院院長陳新特聘教授率鄭慧珊
助理教授熱情接待。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代表團

由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雷海潮率領的代表團，在澳門
大學宋永華校長的陪同下於12月19日訪問中華醫藥研究院和中藥質量研
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代表團一行獲中華醫藥研究院副院長李鵬教授和胡元
佳教授的熱情接待。

安徽省政協主席率代表團

安徽省政協主席唐良智於12月13日率團訪問澳門大學。代表團在宋永華
校長的陪同下，參觀了中華醫藥研究院，受到中華醫藥研究院院長兼中藥
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陳新特聘教授和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
室副主任兼澳門大學澳門中藥檢測中心主任李紹平特聘教授熱情接待。

南京醫科大學代表團及廣州中醫藥大學代表團

南京醫科大學胡志斌校長一行及廣州中醫藥大學陳文鋒黨委書記一行於12

月13日訪問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暨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得
到中華醫藥研究院院長陳新特聘教授及鄭慧珊、曹俊傑和吳靄琳助理教授
熱情接待。在宋永華校長及胡志斌校長的見證下，澳大中華醫藥研究院院
長陳新和南京醫科大學藥學院院長韓峰共同簽署了《教育和科學合作備忘
錄》。

中華醫藥研究院通訊/ 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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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藥學院師生到澳大中華醫藥研究院研學交流

2023年11月25日，浙江大學藥學院副院長張翔南教授、藥學院院長助理
兼藥物發現與設計研究所所長崔孫良教授、藥學院黨政辦主任張瑩瑩、藥
學院本科教學主管沈麗娟以及藥學院學生代表等20人一行莅臨澳門大學中
華醫藥研究院進行訪問交流。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副院長路嘉宏副教
授、助理院長兼博士課程主任陸金健副教授，醫藥管理課程主任卞鷹副教
授，藥物科學系副主任林理根副教授，藥物監管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吳靄
琳助理教授等熱情接待了來訪代表團。雙方就教學體系、科研、人才培養
等方面深入交流，加强了合作與合作。

浙江大學藥學院與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此次交流活動的成功舉辦，爲
兩校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搭建了重要的橋梁。雙方將進一步加强合作，推動
中醫藥事業的發展和傳承，爲培養更多優秀的藥学人才做出積極貢獻。

德國康斯特大學

德國康斯特大學（Constructor University）代理常務副校長Werner Nau

率團於11月9日訪問澳門大學，與澳大校長宋永華、副校長馬許願等會面，
探討進一步拓展兩校科教合作項目。代表團還訪問了澳大中華醫藥研究院，
與該院院長陳新特聘教授、課程主任吳靄琳助理教授、梁重恒教授等座談，
就生物化學領域的科研合作進行交流。

西雪梨大學國家補充醫學研究所

西雪梨大學國家補充醫學研究所(NICM)代表團於10月30日訪問澳大中華
醫藥研究院，獲中華醫藥研究院陳新院長率何承偉副教授及吳靄琳助理教
授熱情接待。

聖路易斯大學

聖路易斯大學大學理事Winston Chan與美國聖路易斯大學副校長Sheila

Manion於10月27日來訪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並獲中華醫藥研究院
陳新院長率鄭慧珊助理教授熱情接待。

中華醫藥研究院通訊/ 第一期



澳門大學中華醫研究院王瑞兵教授團隊在Cell Press細
胞出版社期刊Matter上發表最新成果。提出胞內膠凝策
略用於構建巨噬細胞海綿，闡明其作為中和治療試劑用
於抗細菌感染性疾病的作用機制，並進一步對巨噬細胞
進行細菌誘導前處理，增強巨噬細胞海綿中和療效，為
新型廣譜型抗菌治療提供了新的思路。具有高穩定性的
細胞內水凝膠可以作為理想的細胞質骨架來維持完整的
細胞形態，通過巨噬細胞的胞內膠凝直接構建天然中和
治療藥物（巨噬細胞海綿），用以吸附和清除細菌、內
毒素和細胞因數。在治療應用中，巨噬細胞海綿需要與
宿主巨噬細胞競爭結合這些有害物質，但它們都具有相
同的膜結構，對細菌和內毒素表現出相似的結合力，這
可能導致有害物質的不完全中和。該研究發現對巨噬細
胞進行細菌誘導預處理，可增強病原體相關受體（TLR4

和LTR2）的產生，並減低巨噬細胞膜的電負性，從而增
強巨噬細胞海綿對革蘭氏陰性菌和革蘭氏陽性菌、內毒
素和炎症因數的結合力。因此，與宿主巨噬細胞相比，
細菌誘導預處理使巨噬細胞海綿在中和細菌和內毒素方
面表現出明顯競爭優勢，並且在敗血症、傷口細菌感染
和細菌性肺炎治療中顯示出增強療效。這項研究通過巨
噬細胞的細菌誘導預處理和隨後的胞內膠凝過程構建巨
噬細胞海綿平臺，可以為廣譜細菌感染治療提供全面且
有效的中和試劑。

新型巨噬細胞海綿抗細菌感染中和治療研究

Matter, 2023, 6:3889-3911

經細菌感染預處理的巨噬細胞海綿抗細菌感染中和治療
示意圖。

研究發現治療腸炎中藥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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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副教授路嘉宏帶領的團隊聯合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醫學院教授葉德全帶領的團隊在
中藥小分子治療炎症性腸病（IBD）領域取得了重要的
研究突破。該研究從傳統治療胃腸道疾病的中藥中成功
篩選出了一種激活巨噬細胞胞葬活性的天然小分子，一
個來源于黃連的小分子Columbamine，可有效的增强巨
噬細胞的胞葬作用，同時發揮出顯著的抗IBD效果。為
進一步闡述該小分子的調控機制，團隊結合臨床數據分
析、轉錄組學分析、細胞及分子生物學實驗研究以及基
因敲除動物驗證，發現甲醯肽受體 -2 （FPR2）是
Columbamine調節巨噬細胞的胞葬功能的藥物靶點。
FPR2主要表達在先天性免疫細胞表面的G蛋白偶聯受體，
主要參與免疫調控，根據其不同的調控模式可發揮不同
的免疫調節功能。經過驗證，發現COL可直接結合
FPR2，促進cAMP應答，激活LC3相關的細胞吞噬能力，
幷最終促進胞葬作用，緩解小鼠的炎症性腸病損害幷促
進組織修復。該研究為IBD的治療提供了新的見解和策
略，更揭示了抗腸炎中藥的獨特藥理作用機制。相關研
究成果近期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 EMBO Molecular

Medicine上。

Columbamine調控胞葬過程緩解腸道炎症的機製圖。

EMBO Molecular Medicine, 2023, 15(12):e17815



新型“土壤-種子”調控策略助力類風濕關節炎治療

中藥人參來源人參皂苷Rh2增效腫瘤免疫治療

研究亮點

中華醫藥研究院通訊/ 第一期

09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 2023, 13: 5016-5029

調控“土壤-種子”策略缓解類風濕關節炎的示意圖。

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陳美婉教授團隊提出了一種調
節類風濕關節炎土壤（清除活性氧和一氧化氮）和種子
（抑制炎症細胞JAK-STAT通路）策略用於有效治療類
風濕關節炎（RA）。該研究利用膽紅素（BR）高效清
除活性氧和鄰苯二胺（oPDA）高效清除一氧化氮的能
力，製備了活性氧和一氧化氮雙重響應性納米粒。通過
將BR和oPDA分別共價連接到聚乙二醇（PEG），構建
了兩親性嵌段聚合物BR-PEG和oPDA-PEG，中藥活性
成分羌活醇（Not）作為JAK-STAT抑制劑與嵌段共聚物
以自組裝方式形成納米粒（Not@BR-PEG/oPDA-PEG，
NBOP NPs）以緩解滑膜炎症、延緩關節炎進展。具體
而言，NBOP NPs通過ELVIS效應被動靶向炎症微環境。
膠束到達高水平活性氧和一氧化氮的關節炎症環境後，
聚合物疏水端的BR和o-PDA分別有效地消耗活性氧和一
氧化氮，同時疏水部分被氧化成親水化合物，導致
NBOP NPs裂解並釋放Not。NBOP NPs不僅下調活性
氧和一氧化氮使巨噬細胞向M2型極化，而且通過Not下
調促炎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來緩解炎症。該研究實現同
時調控RA“土壤-種子”，為開發有效的RA聯合療法提
供參考。相關研究成果近期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上。

人參皂苷Rh2增效anti-PD-L1抗體抗腫瘤作用機制示意圖。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2023, 198:106988

澳門大學中華醫藥研究院陸金健教授團隊聯合福建中醫
藥 大 學 黃 鳴 清 教 授 團 隊 近 期 在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雜誌上發表關於中藥人參來源人參皂苷Rh2

（Rh2）能夠增強anti-PD-L1抗體抗腫瘤作用的最新研
究。基於免疫檢查點PD-1/PD-L1軸的免疫治療已經成為
一種革命性的腫瘤治療方式。然而，PD-1/PD-L1抗體僅
實現了約20%的臨床反應率。與其它腫瘤治療方式一樣，
尋找聯合治療策略是目前增效免疫治療的重要途徑。研
究團隊發現相較於anti-PD-L1抗體單藥治療，Rh2聯合
anti-PD-L1抗體進一步抑制小鼠腫瘤的生長。通過流式
分析腫瘤免疫微環境發現聯合策略進一步促進T細胞
（尤其是CD8+T細胞）的浸潤，並且聯合組的CD8+T細
胞表達更多的Ki-67、IFNγ和TNFα等T細胞增殖和激活
的標誌物。CXCL10作為T細胞相關趨化因子，能夠與T

細胞上CXCR3相互作用促進T細胞的腫瘤內浸潤。聯合
治療能夠通過啟動TBK1/IRF3信號通路促進T細胞趨化
因子CXCL10在腫瘤細胞的表達。研究團隊採用小鼠
anti-CXCR3抗體阻斷CXCL10與其受體CXCR3結合，聯
合治療的抗腫瘤作用被完全消除，證明CXCL10表達是
聯合治療發揮抗腫瘤作用的關鍵。該研究為天然產物增
效anti-PD-1/PD-L1免疫治療提供了一個潛在策略，也為
闡明人參扶正祛邪科學內涵提供新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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