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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心脏病学专栏
CARDIO-ONCOLOGY

6.5 肿瘤心脏病日暨第五届全国肿瘤心脏病宣传周开幕

大模型首发  肿瘤心脏病学发展再上新台阶
医师报讯（融

媒 体 记 者 黄 晶）

2016 年 6 月 5 日，

张运院士、夏云龙

教授等几位专家围

炉夜话，探讨了国

际上一门新兴学科

“肿瘤心脏病学”

的发展状况，并决

定要将其引入国内。

这次会议犹如火种，

在中国燃起学科发

展的希望，这一天

也被认为是中国肿

瘤心脏病学在中国

发展的肇始，这也

是“6.5 肿瘤心脏病

日”的由来。

6 月 2 日 ，

2024“6.5 肿瘤心脏

病日暨第五届全国

肿瘤心脏病宣传周”

活动在大连开幕。

会议由大连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夏

云龙教授、刘基巍

教授担任主席，围

绕“ 抗癌之路‘心’

篇章 ”为主题开展

多场学术讲座与科

普讲座，后续系列

学术科普活动将在

6 月 3~7 日 以 线 上

形式开展。

“肿瘤心脏病学的发

展需要多学科密切配合，

除了心脏科、肿瘤科的参

与外，还需要影像、放疗、

药学等多学科的参与。”

中国工程院士、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张运表示，借助

人工智能大模型处理肿瘤

患者的心血管风险评估、

监测等复杂问题，将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肿瘤

心脏病筛查与评估大模型”

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部

战区总医院韩雅玲表示，多

项肿瘤心脏病学的多中心

临床研究正在火热开展，未

来将加强我国临床研究和

循证医学证据的积累，期待

通过现代医学与前沿科技

的融合，肿瘤心脏病学的临

床和科研得到进一步推进。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

大学詹启敏表示，众多心脏

病学专家和肿瘤学家积极

投身于肿瘤心脏病学领域

的探索研究中，极大地提升

了临床抗肿瘤治疗的安全

性，也进一步增强了肿瘤心

脏病学在医学界的广泛的

认知度和影响力，成为推动

医疗事业不断进步的重要

力量。

“肿瘤心脏病学在

各位专家的积极探索大

力推动下得到了快速的

发展，召开了许多有声

势的大会，产出了高质

量的科研成果。”国家

癌症中心党委书记、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党委书记张勇教授指出，

肿瘤心脏病学这一交叉

学科的发展有极高的社

会意义，然而在实际操

作中面临着专业人才培

训难、一体化诊疗落地

难的问题，还需要我们

共同探索完善。

作 为 肿 瘤 心 脏 病

学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张志仁教授早在

2015 年即开始在肿瘤医

院开展肿瘤心脏病专科

建设的尝试。他表示，

在 2023 年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召开的心血

管领域未来发展规划中，

近半数专家提及了肿瘤

相关心脏病的课题，他本

人获评的所有项目皆为

肿瘤相关心血管病问题，

这说明相关问题得到了

重视。同时，张志仁教授

还呼吁，要从国家政府部

门由上而下推动肿瘤心

脏病学科的发展，将肿瘤

心脏病学相关诊疗纳入

DRG 评价体系中，全面

推动学科发展。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刘冰副社长表示，在国

家卓越行动计划的推进

下，向国家经济发展署

和中国科协申报，获批

了 高 起 点 新 刊《Journal 

of Cardio-Oncology》（亚

洲第一本英文肿瘤心脏

病学杂志），由夏云龙

院长担任主编，期刊面

向国际传播，将成为肿

瘤心脏病学立体化、全

方位学术传播、学术交

流体系的重要平台。

“2019 年， 我 在

担任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SCO）理事长期间，

成立了肿瘤心脏病学专

委会。”北京大学国际

医院院长梁军教授表示，

八年来，我见证了学科

由小长大的过程。2021

年，CSCO 发 布 了 第 一

部中国肿瘤心脏病学诊

疗指南，2023 年进行了

更新，与 2023 年欧洲肿

瘤心脏病学诊疗指南相

比，内容具有一致性但

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健

康中国 2030”对肿瘤防

控效果提出了 5 年生存

提高 15% 的要求，这需

要各学科的共同努力。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期待肿瘤心脏病学得到

更好的发展。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院长李悦教授对

为肿瘤心脏病学科发展

作出贡献的老中青三代

专家表达了感谢之情。他

表示，在张运院士、韩雅

玲院士、葛均波院士和张

志仁教授，以及樊代明院

士、梁军教授等高屋建瓴

地引领下，肿瘤心脏病

学有了自己的指南，被

写入了研究生教材，学

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在夏云龙院长、刘莹主

任等中坚力量的积极推

动下，肿瘤心脏病事业

得以蓬勃发展。他强调，

肿瘤心脏病学的发展离

不开更多有识之士、有

志之士的参与，加强学

科间的交叉融合整合，

将为肿瘤心脏病患者带

来巨大的获益。

“感慨、感谢、瓶颈、

差距和希望”，夏云龙院

长用五个关键词概括了近

十年来致力于肿瘤心脏病

学科建设的心路历程与发

展现状。

“肿瘤心脏病学的每

一次进步，都凝聚着团队

的力量，是我们不断前行

的动力。”夏云龙院长表

示，我们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但也面临着发展瓶颈，

两个大学科交叉融合，真

正扎扎实实地给每位患者

解决临床难题还任重而道

远，如何更大范围地发展，

需要我们拓展路径、突破

瓶颈。

“2016 年，在肿瘤心

脏病学科创立之初，中外

处于同一起跑线，八年过

去，差距渐现。”夏云龙

院长介绍，在丹麦肿瘤康

复中心，几乎每位肿瘤患

者在化疗方案确定后，都

要进行心血管风险评估，

然后根据风险制定随访时

间点，确定做心脏超声、

心脏标志物的相关检测，

而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肿

瘤心脏病学已开始在社区

推动了。

“我们要正视差距，

对未来允满希望。肿瘤学

科的专家越来越认识到肿

瘤治疗导致心血管损伤的

重要性，积极干预是延长

该类患者愈后的关键。”

夏云龙教授强调，打开学

科交叉融合大门的关键在

于筛查评估，在医学专科

越来越细化发展的当下，

医生无法掌握非本专业庞

杂的知识体系，肿瘤医生

要想全面评估心血管风险

非常困难，而“肿瘤心脏

病筛查与评估大模型”的

发布，打破了这一专业壁

垒，建立了沟通的桥梁，

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行路难，行路难，

多歧路，今安在？”面对

当前的困难，夏云龙教授

仍充满雄心壮志，他相信

肿 瘤 心 脏 病 学 必 将 迎 来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的壮阔未来。

开幕式上，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心脏病团队主创研发的“肿瘤心脏

病筛查与评估大模型”发布，此为该团队研发的“肿瘤心脏病筛查与评估软件”2.0

版本，将成为肿瘤心脏病科研利器，其未来进一步临床优化与应用将极大助力肿瘤

心脏病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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