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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
ONCOLOGY

健康生活方式是防癌关键

★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降

低癌症及糖尿病、心脏病等其他

非传染性疾病发病风险。

★法律干预，降低吸烟、饮

酒、不健康饮食及环境暴露危害。

★ 卫 生、 教 育、 体 育、 城

市规划和农业等部门共同采取行

动。如学校可提供健康饮食、娱

乐设施、加强体育活动，推广健

康理念；工作单位应为大家提供

无烟环境、健康食品并采取戒烟

措施。

★政府要清楚认识到癌症预

防投入比治疗癌症花费少。预计

到 2030 年，治疗癌症开销将达

4580 亿美元 / 年。而在中低收入

国家，癌症筛查仅需20亿美元/年。

★制定针对本国癌症负担和

致病因素的国家癌症防控计划，

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整

合卫生资源等。如人类乳头状瘤

病毒疫苗、乙型肝炎病毒疫苗接

种应与生殖健康、营养促进和科

普 宣 传 一 起，

以 提 高 青 少 年

健 康 水 平， 预

防 宫 颈 癌、 肝

癌多发。

★提高公众、医务人

员和政策决策者对早期筛

查的认识。促使公众明确，

早发现能够增加癌症的治

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要求基层医务人员务

必具备儿童肿瘤相关的医疗知

识和技术手段，避免误诊，并

确保能够及

时转诊至专

业医疗机构。

★依据

国家资源和

疾病负担相应开展乳腺癌、

直肠癌或宫颈癌筛查。有

证据表明，癌症筛查可使女

性宫颈癌死亡率降低 80%

以 上，30~40 岁 女 性 的 患

病风险降低 25%~36%。

★加强部分癌症的研

究，如难以早期发现的卵

巢癌及胰腺癌等。

★加强肿瘤专业人员

的教育和培训。加强医护

人员对早期癌症的认识，

确保正确诊断。

★制定多学科癌症防控

计划。国家癌症防控计划应

考虑提供包括预防、诊断、

早期发现、常规治疗、姑息

治 疗 和 心 理 支 持 在 内 的 多

学 科 癌 症 服 务 和 基 础 设 施

建设。一些新的、获得专利

的 和 昂 贵 的 抗 癌 药 物 应 被

首 先 考 虑 用 于 以 患 者 为 中

心的治疗。

★明确放射治疗是治疗

癌症的有效手段。

★确保 80% 的可负担基

本药物和医疗技术为患者所

用。以 WHO 基本药物名录为

指导，结合国家临床循证指南

的更新，确定基本抗癌药物名

录，并保证该名录适用于培

训、供给和报销。

★全民健康覆盖。确保公

平并保证人们获得高质量的

基本健康服务，服务只基于需

求而不基于是否有能力支付。

目前，非、亚洲至少 9 个中

低收入国家为国民提供全民

健康覆盖。

★重视癌症对于患者所造

成的精神和心理创伤。医护人

员需向癌症患者详细告知治疗

将带来的不良反应和症状，促

使患者更好地做出选择。激励

患者勇于说出癌症病情并寻求

支持。同时，社会及政府应为

癌症患者创建支持性的工作环

境，消除偏见和歧视，减小患

者的心理创伤。

★开展整体化、以患者为

中心的多学科癌症防控。

★全球范围内均衡使用阿

片类止痛药物。美国、加拿大、

英国、澳大利亚四国阿片类药

物使用量占全球 68%, 全部中

低收入国家仅占 7%，而 65%

的癌症死亡患者来自于中低收

入国家。

★政府需对癌症晚期姑息

治疗给予支持。2014 年 5 月

第 67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通

过决议要求联合国各成员国将

姑息治疗纳入各国卫生综合治

疗体系，确保将姑息治疗纳入

政府卫生医疗政策和预算中。

★癌症姑息治疗需纳入医

护人员的专业培训课程。

编者按：2 月 4 日“世界癌症日”将至，今年主题为“癌症防控目标，实现并不遥远”。预计在世界抗癌日当日

全球将发起 167 场活动，在世界范围内通过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注重癌症的早期发现、使所有癌症患者得到有效治疗、

最大限度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等方面，逐步实现对癌症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推进癌症防控事业的发展。中

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主任支修益教授呼吁，防癌控癌宣传不仅是“抗癌日”一

天的事情，需要像《医师报》这样的专业媒体长期的关注，使更多大众、医护人员加入到癌症的防控工作中。

我国新十年抗癌计划即将出台
每分钟 6 人被确诊为癌症，癌症防控重点在于筛查、早诊和早治
▲ 本报记者  杜远

支修益 教授

全球 1/3 的癌症可通过减少饮酒、健康饮食和加强体

育锻炼得到预防，而减少吸烟将可预防 50% 的癌症。除

上述四种防癌措施外，减少紫外线暴露、职业暴露和环境

暴露都是重要的防癌举措。然而，绝大多数公众依旧对癌

症存在消极的认识及误解。

基层医护人员
应注重癌症早期诊断

乳腺癌、宫颈癌、结直肠癌、皮肤癌、口

腔癌以及某些儿童恶性肿瘤，早诊断、早治疗，

获益显著。尽管如此，包括医务人员在内的很

多人，对于癌症的早期发现和症状初期需给予

积极治疗这一理念缺乏认识。

癌症患者
都应得到有效治疗

资源匮乏地区，无法满足癌症患者对基本抗癌药

物和技术的需求，如缺少癌症疫苗，无法得到放射治

疗和疼痛缓解治疗等。而癌症患者及其家属所承担的

巨大经济负担，由癌症导致的死亡和残疾对于劳动力

供给的影响也阻碍着国家的生产和发展。

关注癌症患者
生存质量

时至今日，在绝大多数国家及地区，依然是“谈

癌色变”。癌症患者因癌症治疗产生的不良反应，无

法有效控制的癌痛，以及癌症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

等，导致在癌症诊断后的几年中，生存质量急剧下降。

全 国 肿 瘤 登 记

中心发布的最新一版

《2012 中国肿瘤登记

年报》表明，我国年

新 发 癌 症 病 例 约 312

万例，因癌症死亡超

200 万人，意味着每分

钟有 6 人被确诊为癌

症。“我国总体癌症

死亡中，65.9% 男性及

42.8% 女性是可预防和

避免的。”支教授指出，

“因此，癌症的防控

重点在于癌症的筛查、

早诊断及早治疗。”2006

年至今，我国政府投

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多个肿瘤高发现场

开展普查和筛查工作。

从广大人群中筛查出

癌症高危个体，早诊

率达 77.9%，治疗率为

80.4%。

“癌症筛查和早

期诊断项目得以普遍

推广，公众和医务人

员对于癌症早期预警

的认识水平得以大幅

提高。”是《世界抗

癌宣言》要求 2025 年

实现的九大目标之一。

支教授介绍，随着我

国癌症筛查项目的普

及和推广，更多早期

癌症患者被早期诊断。

希望国家卫生计生委

根据我国目前肿瘤流

行病学资料和临床数

据，尽快组织肿瘤防

治领域专家研究制定

我国 2015-2025 年肿瘤

防控新的十年规划，

推动更多地区开展更多

癌种的早期筛查项目。

世界癌症日

举措：强调国家、政府在癌症预防中的重要作用

举措：确保基本药物和医疗技术为患者所用

举措：提高医护人员对癌症早期诊断的认识

举措：重视姑息治疗在癌症晚期治疗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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