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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癌症學會（Japanese Cancer Association, JCA）每年舉辦的年會是一項全球知名的學術盛會，

旨在促進癌症研究的學術交流與進步，為學術界、臨床醫師和研究人員提供一個展示和討論癌

症相關最新成果的平台。涵蓋多個癌症研究的領域，主要議題包括：癌症免疫療法：探討如

CAR-T 細胞治療、腫瘤疫苗及免疫檢查點抑制劑等創新療法的進展。腫瘤微環境：關注腫瘤微

環境在癌症進展中的作用及其作為潛在治療靶點的研究。癌症基因組學與個體化醫療：探索基

因組數據如何應用於癌症的診斷、預測及治療策略的制定。癌症代謝與耐藥性：揭示腫瘤代謝

特徵及其與抗癌藥物耐藥性之間的關係。新型診斷技術：展示液態活檢、AI 輔助診斷和多模態

影像技術在癌症篩查及監測中的應用。 

 

 

關鍵字（至少二組） 
癌症 

免疫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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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參加第 83 屆日本癌症學會年會（The 8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Cancer Association）的主

要目的是為了深入了解癌症研究領域的最新進展，提升自身專業知識水平，並促進與國際同行

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具體而言，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了解前沿研究進展，年會聚焦癌症領域

的最新研究成果，涵蓋免疫治療、腫瘤微環境、個體化醫療、液態活檢等多個前沿領域。通過

參加主題演講、口頭報告和海報展示，了解最新的學術研究方向，為自身研究提供啟發和靈感。

2. 探索臨床與基礎研究的聯繫，透過參加年會中的臨床試驗進展專題討論和案例分享，深入了

解基礎研究成果如何轉化為臨床應用，學習成功經驗和創新技術，進一步思考自身研究在臨床

實踐中的應用價值。3. 展示個人研究成果，海報展示分享自身研究成果、獲取專家反饋及提升

國際學術影響力的重要途徑。同時，也能進一步學習如何改進研究方法、強化論文表達與溝通

能力。4. 增強國際視野，年會為了解全球癌症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提供了寶貴的機會。通過與

國際專家的互動和討論，掌握不同國家在癌症研究中的創新模式與挑戰，拓展學術視野，提升

在全球範圍內的學術競爭力。   

二、過程 

今年有幸能參加第 83 屆日本癌症學會年會，這次會議於福岡舉行為期三天。會議圍繞癌症診

療、基礎研究與新技術的應用等議題，集中在癌症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未來發展趨勢。此次

會議職亦有海報發表，並利用機會學習目前日本各種癌症治療。特別關注的議題包括免疫治

療、腫瘤微環境研究及液態活檢技術的應用。首先，在免疫治療方面，多位學者探討了新型免

疫療法，如 CAR-T 細胞療法和抗 PD-1/PD-L1 抑制劑的應用。不只是不同類型癌症的臨床試驗

數據，與會者提出了如何提高免疫治療的效果，降低其副作用的建議。印象深刻的是靶向

IL13Ra2 蛋白的 CAR-T 細胞在約 25%的黑色素瘤患者中表現出這一蛋白的過度表達。早期研究

表明，這種療法可能繞過其他免疫療法常見的耐藥機制，為治療晚期黑色素瘤提供了一種新穎

的方式。以及靶向 TYRP1 蛋白的 CAR-T 細胞對皮膚型和罕見型黑色素瘤（如粘膜和葡萄膜黑

色素瘤）中的過度表達蛋白表現出強大作用。在臨床前研究中，這些 CAR-T 細胞顯示出顯著

的抗腫瘤反應，同時引起的毒性反應極少。這種療法可能為以往治療效果有限的患者提供新的

治療選擇。此外，腫瘤微環境的研究成為此次年會的焦點之一。專家們分享了腫瘤微環境對癌

症發展的影響，包括免疫細胞、基質細胞、血管生成等方面。腫瘤微環境的複雜性極大地影響

了治療效果，並提出了改變腫瘤微環境以提高治療成功率的策略。這在皮膚科中的黑色素細胞

癌未來或許也有發展空間。液態活檢技術也是此次年會的一大亮點。這項技術通過血液中的循

環腫瘤 DNA（ctDNA）來進行癌症的檢測和監測。循環腫瘤 DNA（ctDNA）作為黑色素瘤的一

種潛在生物標誌物在近期研究中展示出多項應用前景：  1. 預測疾病進展：在晚期和不可切除

的黑色素瘤中，通過免疫療法期間的 ctDNA 監測可早於影像技術預測疾病進展或假性進展。研

究發現，ctDNA 變化通常早於影像學變化約 28 天，幫助臨床醫生更有效地調整治療方案。  2. 

新輔助療法中的應用：在接受新輔助免疫檢查點抑制劑（ICI）療法的 III 期黑色素瘤患者中，

經高靈敏度擴增技術處理後，約有 48%的病例可檢測到術前 ctDNA。雖然 ctDNA 狀態本身無法

直接預測復發，但其動態變化與治療反應密切相關，顯示了其在個體化治療規劃中的潛力。  3. 

預測生存率：研究表明，ctDNA 的分析能夠區分整體生存率和無復發生存率等結果。ctDNA 呈

現良好特徵的患者通常對例如抗 PD-1 治療等療法有更佳反應。這些發現強調了 ctDNA 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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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非侵入性、即時生物標誌物在黑色素瘤管理中的潛力。然而，仍需更大規模的研究來驗證其

在臨床中的常規應用價值。 

總體而言，參加本屆年會讓我對癌症研究的最新發展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特別是在免疫治療、

腫瘤微環境與液態活檢等領域的深刻洞見。未來研究也有新方向。 

 

三、心得及建議 
未來可以發展循環腫瘤 DNA（ctDNA）在黑色素瘤中的應用，尤其是肢端型黑色素瘤（Acral 

Melanoma, AM）這類罕見亞型。肢端型黑色素瘤較常見於非白人群體，通常伴隨獨特的基因特

徵，其預後也較皮膚型黑色素瘤差。未來在肢端型黑色素瘤中，ctDNA 研究可能的發展包括提

高檢測靈敏度，例如高靈敏度測試（如 ddPCR 或 NGS），有助於檢測早期或低腫瘤負荷患者中

微量的 ctDNA。以及個性化基因組分析，肢端型黑色素瘤通常涉及獨特的基因變化，如

*CCND1*、*CDK4*或*KIT*的擴增。未來的 ctDNA 應用可能包括追蹤這些特定突變，用於個性

化監測、評估治療反應以及識別耐藥機制。   
 

或是早期復發檢測，肢端型黑色素瘤容易局部復發。與影像檢查相比，ctDNA 監測可能更早地

提示復發，從而促進早期干預並改善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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