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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海外就医
听听专业人士建议

随着人们收入、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在重大疾病救治
方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前往
国外，在更为优越的医疗条件
下寻求有效救治。但要不要海
外就医？什么人适合海外就
医？听听专家怎么说：

专家张玉蛟：MD 安德森
癌症中心胸部肿瘤放疗主任。

病人到海外就医的前提，
是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在经
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不同癌
症阶段的病人都可以考虑海
外就医。

早期癌症病人到海外就
医，可以减少误诊率。目前处
于癌症早期的中国病人，到海
外治疗的人数很少。

中期癌症患者需要综合
性治疗手段，这个时期治疗带
来的副作用比早期大。发达国
家的医疗可以提供优秀的综
合团队、优化的组合治疗，并
且对副作用的控制比较好。

中国的晚期癌症病人，是
目前赴美就医的主要群体。处
于这个阶段的病人，如果常规
放疗化疗和靶向药物都失效，
生命状况还不危险的话，我建
议：①可以考虑到美国尝试新
药和新疗法，毕竟美国上市的
新药，中国都会晚好几年才上
市，病人等不起。②积极参加
临床试验，美国的各种新药或
新疗法如果到了临床试验阶
段，都有比较可靠的科学依
据，病人情况符合的话可以放
心参加。

我不建议病人在这种情
况下赴海外就医：①经济基础
不雄厚。美国的治疗费用，数
倍于中国的癌症治疗费用，其
他发达国家的费用一般比美
国稍低，但总体比在中国治疗
昂贵。我不建议病人倾家荡产
到海外进行治疗。②已经生命
垂危的病人，随时都有可能发
生意外，这种情况下不建议病
人做长途旅行。

专家张建军：MD安德森
癌症中心胸部头颈部肿瘤助
理教授。

国内没有获批的新药或
新疗法，对于病人所患疾病又
有明确疗效的，可以考虑到美
国治疗。比如PD—1、PD—L1、
免疫疗法等。在国内常规的治
疗方法都已经失效的病人，如
果美国有合适的临床试验能
够参加，可以考虑赴美治疗。

癌症尚处于早期，但是病
人的疾病需要多学科会诊的，
这方面美国有优势。

在病理诊断上有疑问的，
像一些罕见病如肉瘤的类型
有150多种，每一种的治疗方
法是不一样的，病理诊断非常
重要。在治疗罕见病上，顶级
医院体现了它的规模优势。

据《三联生活周刊》

专家的声音

新药疗法与巨额花费

新药新疗法的奇迹效果

今年夏天，四十出头患有非
霍奇金淋巴瘤的肖志文通过医
疗中介机构到达波士顿时，病情
已经非常危急。常规的治疗对他
失效，肖志文的主治医师推荐他
进入了CAR-T临床试验组。作
为最前沿的免疫疗法，CAR-T
的治疗思路是重编患者自己的
细胞来攻击致命的癌症。

MD安德森的助理教授张建
军介绍说，所有临床试验的前提，
是医生和研究者们并不知道试验
中的哪种方法更好，这样医生不
存在道德上的压力。比如理论上
证明了用B办法比A办法更好，A
办法已经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FDA)批准，临床试验

希望证明B办法是不是更优。入组
的病人即使分到了对照组，也会
获得标准化的治疗，不存在对照
组的病人耽误治疗的情况。

好运降临在肖志文身上，他
在接受临床试验疗法两个月后，
体内的癌细胞竟消失了。肖志文
说：“美国医生说话都是靠数据
的，比较谨慎，他们说完全看不
到癌细胞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
信，医生们也高兴得互相拥抱。”

肖志文接受的CAR-T疗
法，尚处于试验阶段，用CAR-T
对付淋巴瘤，对于在美国求医的
中国病人来说，即使能起到作
用，昂贵的花费也不是普通人能
承受的。比如刚刚获批的CAR-
T药物Kymriah，定价为47 . 5万美
元。每位患者的治疗需完全定
制，从收集免疫细胞，到实验室
基因改造，再到回输给患者，整
个过程十分复杂，成本也高昂。

中国自费患者面临的

巨额费用

按照制药公司诺华的说法，
美国有资格使用Kymriah的患
者，大多数有医保、医疗补助或
联邦儿童健康保险计划。但对于
自费的中国患者来说，不仅要支
付昂贵的药费，还要支付治疗期
间其他的费用，药费以外的费用
一般也高达一二十万美元。

在波士顿接受PD-1治疗的

叶明，原本是一位肠癌患者。几
年的治疗消除了他肠上的癌细
胞，但仍然发生了几次脑转移。
在国内做过伽玛刀后，他在又一
次发生癌症脑转移后用上了PD
-1。叶明说他2年前在香港使用
PD-1的费用是每针4万元人民币
左右，到了波士顿，这一针的费
用相当于十来万元人民币。美国
医生有时候会体贴地提醒中国
患者，如果诊疗方案里的药中国
内地已经上市，病人可以选择回
国治疗。像叶明注射的PD-1，香
港的费用显然便宜得多。

四期癌症的考验不仅是金钱

“国内一些四期癌症患者来
美国治疗的时候，有时候没有完
全理解，四期癌症意味着什么。”

MD安德森癌症中心胸部肿
瘤放疗主任张玉蛟说，除了少数
新疗法带来的神奇效果之外，四
期癌症在今天仍然意味着不可
治愈。病人希望生存下去，就一
直离不开治疗。一种药物失效之
后再换另一种，一直到无药可
用。这对于自费的中国患者来
说，意味着极高的费用投入，且
很难预知这种花费会持续到什
么时候。

北京夫妻蒋娟两口子在休
斯敦待了2年，更加深刻领会到
四期癌症对于一个家庭的考验。
蒋娟今年52岁，5年前就查出卵

巢癌转移。在MD安德森中心的
两年治疗，使得蒋娟的肿瘤进展
控制得不错。“但是如果要继续
治下去，我一是担忧对我有效的
药物还剩多少，另外一个就是经
济花费。我目前接受的都是成熟
疗法，还没有用特别贵的新药，
我们在这里的医疗花费将近50
万美元，还不算租房吃饭等生活
费用。我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还会
花多少钱。”

蒋娟两口子发现，这两年向
他们打听到美国治癌症的中国
家庭越来越多。但是“打听的人
多，真正过来的很少，毕竟费用
太高，而且家里需要抽出一个人
来长期陪伴”。

不过到美国治病的中国人
基本上会发现，他们进入了完全
不同于以往的生活节奏。很多病
人一开始都不习惯医院两三周
才见一次医生或接受一次治疗。
MD安德森国际病人中心的负责
人玛莎·科尔曼向我提到，中国
病人总是一来就问，有没有“绿
色通道”？她会告诉他们：就算总
统来了，也照样需要排队。

病人眼里的慢节奏，在医生
们看来是一种团队合作和精细
诊疗的成本。MD安德森有21000
名员工，但是医生只有近1000名，
背后有大量的工作人员、研究人
员在为病人的临床治疗、临床试
验服务。 据《三联生活周刊》

一位癌症晚期病人的自述：

寻找“划算的”海外救命方案
距离自己癌症确诊的第465

天，美国的主治医生宣布：你体
内已检测不到癌细胞，可以随时
停药更不必再手术。那天，我和
家人包括医生全都喜极而泣。

就在 465 天前，34 岁的我被
诊断为恶性黑色素瘤晚期的患
者，在国内医生预估存活时间为
1 年的“死亡通知书”下，我做出
了赴美就医的重大决定。

加入临床试验组

省了 40 万美元

在寻找救命方案的过程中，
经过辗转联系，最终敲定了纽约
纪 念 斯 隆 凯 特 琳 癌 症 中 心
(MSKCC)。

当我信心满满地等待治疗
正式开始，却被叫停，因为我的
肿瘤大小不符合进入临床试验
的要求，所以无法享受免费用
药。MSKCC国际部发来的账单，
要求我们预付6个月的费用，共
计20 . 6万美元(此金额只是用药
价格，不含放疗和手术)。医生帮
我们估算的手术费用至少要50
万美元以上，于是我们开始寻
找美国的其他医院，尤其是可以
免费用药的临床试验项目，同时
联系香港地区的诊所。因为同样
的药，香港地区的价格只有美国
的三分之一。

期间，我们去了安德森癌症
中心检查，遗憾的是也没有达到
临床试验的要求。药费+服务费+
诊费，一次的价格就是7 . 7612万
美元，面对仅三个月4次治疗花
费31万美元的报价，根本无法考

虑。糟糕的是，我的肿瘤扩散部
位开始增大，因祸得福，我达到
了MSKCC临床试验组的标准，
加入试验组后免除了天价药费
(约40万～45万美元)。请注意，不
是完全免费，全年的医院服务
费、医生费用、急症住院的综合
费用预支，必须一次性付清28 . 5
万美元。

进入试验组用药后，肿瘤持
续缩小，最近一次的检查结果，
医生宣布我体内已经检测不出
任何癌细胞，不仅可以停药，连
计划中的手术都不再有必要了。

临床试验未必是小白鼠

临床试验等于小白鼠？也不
尽然。比如我所在的这个试验组
用的是已经上市的药，并严格按
照 FDA 批准的剂量用药，其试
验目的不在于探索药效，而在于
获取治疗效果的真实数据。

我在美国最深刻的体验就

是，这里进组的标准稳定，只要
符合标准，无论你来自什么国
家、什么种族、富裕与否，标准对
于所有病人一视同仁，且样本数
据量很大。我所在的试验组可以
接收200多位病人，还有些试验
组接收上千名病人，只要“达标”
即可入组，且病人可以自行决定
何时退出。而国内的试验组一般
只招20人，对于我国庞大人口产
生的庞大病人基数来说，机会就
变得极其渺茫。

选择试验组一定要看方案
是否适合自己。也有患者到了走
投无路才会选择进试验组碰碰
运气，对于他们而言，可谓是山
穷水尽。但幸运的是，这些进组
的病人中有人已经随访了 7 年。
更重要的是，有些活过 4 年的患
者，似乎已经被“临床治愈”了，
因为从那以后，病情就一直稳
定，不再变化。

据《三联生活周刊》

赴美就医最大的困难
在哪？

我觉得因人而异。除了
费用问题让人望而却步之
外，海外就医意味着要签
证、翻译病历、联系医院、寻
觅医生、预约排期、长途飞
行，还要安排在当地的食宿
以及克服语言障碍，对不少
国人来说，这都是不可逾越
的困难。

赴美就医最大的决心
来自哪？

就是为了活着，而这需
要有最好的药，最前沿的临
床科研。其实国内并不乏好
医生，比如国内的一位专
家，在我去过的两家医院内
都有很高的知名度，然而他
自己也对病人说，手上有的
只是“小米加步枪”。

赴美就医总结出的最
宝贵经验？

我的建议是放眼全球
寻找医疗资源、最匹配的医
疗机构和医生，确定好完整
的治疗方案后再行动，毕竟
有药可救才是真正的王道。
不要贸然进行化疗或者手
术，做第一步还得想好之后
该怎么办。

赴美治疗癌症并不是
一条必经之路，比如与我
同期赴美的病人中，好几
位在前不久都因治疗无效
而过世了。因此，对于病人
来说，赴美这条路只是一个
新的选择，是在生命的重要
关口上，多出来的那一条
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能够有选择已经是最幸运
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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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张玉玉蛟蛟

癌症之下，由于
美国的新药和新疗法

多，只要医生的武器库里
还有弹药，就不会轻易给病

人宣判死刑。如果所有成熟
的方法都不管用，还可以从
临床试验中寻找办法。于是
寻找在中国没有获批的新药
新疗法，或者是参与到美国
尚处于临床研究的新药新疗
法，成为部分中国晚期癌症
患者赴美治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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