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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8 肿瘤心脏病学专栏
CARDIO-ONCOLOGY

2000 年， 国 际 上 首

个“ 肿 瘤 心 脏 病 学 病 房

（Onco-Cardiology Unit）”

在德克萨斯大学MD Anderson

癌症中心建立。2009 年，

北美国际肿瘤心脏病学会

及加拿大肿瘤心脏病学网

相继成立，麻省总医院、

梅奥诊所、克利夫兰诊所

等著名的综合医学中心和

肿瘤中心纷纷成立肿瘤心

脏病门诊及相关诊疗项目。

美 国 心 脏 病 学 会 在

2015 年征集 100 多个心脏

中心统计数据表明，有 30%

中心成立肿瘤心脏病学专

科门诊及 12% 中心准备成

立。结合相关领域的最新

进展，设定合理的评价与

干预策略，解决这一临床

问题，进而使得更多的患

者从中获益。

2016 年 6 月 5 日， 以

张运院士为代表的国内心

血管、肿瘤等多学科专家

在大连共聚一堂，召开了

第一届中国肿瘤心脏病学

专家研讨会。为肿瘤心脏

病学确立学科定位与命名，

并在诊断、治疗、研究、

预防、宣教等各方面的发

展规划蓝图，发布“肿瘤

心脏病学大连倡议书”，

目前已在全国近 20 家医疗

中心开设了肿瘤心脏病学

门诊。

2018 年，肿瘤心脏病

学写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十三五”规划的第九

版《内科学》教材，多部

肿瘤心脏病专著陆续出版。

2020 年即将发布肿瘤

心脏病领域多部指南及专

家共识。肿瘤心脏病相关的

基础与临床研究结果相继

发表，受到国际学会及顶级

刊物的高度认可及关注。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

都投身于这一交叉学科的

研究中，中华医学会、中国

医师协会、中国抗癌协会、

CSCO 等学术组织相继成

立了专门的肿瘤心脏病学

学术组织，推动中国肿瘤

心脏病学纵深发展，提升

相关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首届肿瘤心脏病学日暨肿瘤心脏病宣传周启动

中国肿瘤心脏病学蓬勃发展

6 月 5 日，首届“肿瘤心脏病学日”暨肿瘤心脏病宣传周启动仪式在

线上召开。该活动由国内 8 家权威学协会联合主办，大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承办。大连医科大学心血管病医院夏云龙院长与大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肿瘤科主任刘基巍教授主持开幕式。

近年，肿瘤患者生存期不断延长，部分早期癌症患者经过综合治疗

后 5 年生存率可达 90％以上，癌症逐渐以一种“慢性病”的模式存在。

放疗、化疗、靶向治疗、手术等抗肿瘤治疗手段所致的心血管并发症日

益凸显。肿瘤学科和心血管学科的迅猛发展使得单一学科的医生很难快

速掌握对方学科的诊治进展以及其给相关疾病带来的预后变化，进而影

响对某一种治疗合理性的综合判断。因此，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肿

瘤心脏病学应运而生。

国际肿瘤心脏病学走过 20年

中国肿瘤心脏病学已成“后起之秀”

权威视角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张卫

国教授：本次会议聚焦

学术热点，把握时代脉

搏，邀请到国内享有盛

誉的心血管病学及肿瘤

学专家，围绕肿瘤心脏

病学最新进展深入交流，

通过推动抗肿瘤治疗相

关心血管损伤的防治理

念，倡导广大肿瘤医生

重视以患者为中心的全

程全周期管理，促进相

关学科的融合共鸣。

东部战区总医院秦

叔逵教授：伴随着肿瘤

心脏病的不断发展进步，

我 们 也 倡 议 成 立 CSCO

肿瘤心脏病学专家委员

会。该学科已经从初期

的呼吁和重视，向深层

次的机制探索、临床研

究和经验积累进行过渡，

新认识、新发现、新观点、

新研究方法层出不穷，

而肿瘤专科与心脏病专

科的密切合作也在不断

的深入。需要心血管与

肿瘤专科医生团结协作，

不仅需要技术专家的参

与，更需要患者和家属

的理解配合，需要医院

管理部门全社会的支持

和帮助。 

哈尔滨医科大学的

张 志 仁 教 授：2015 年，

我在肿瘤医院打造出一

个新的肿瘤心脏病学体

系，成为全国首家。衷

心祝愿这一新兴的交叉

学科领域，不仅仅在心

血管医生，特别是在肿

瘤领域得到重视，真正

实现不同学科之间交叉

融合，使广大肿瘤患者

获益。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党

委书记张勇教授：乳腺癌

常用化疗药导致的心脏事

件发生率达到 4%，靶向

药物也让心血管肿瘤共患

病的人数逐年的增加，因

此肿瘤或心血管病专家，

在管理越来越多的肿瘤心

脏共患病病人患者时，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肿

瘤心脏病学科的发展已经

成为临床的迫切需要。 

我们将把肿瘤心脏

病学相关的工作纳入国家

癌症防治行动的总体框

架，进一步建立完善肿瘤

心脏病独立科室的建设。

大连医科大学校长 

徐英辉教授：感谢心内

科和肿瘤科专家的大力

支持，在大家的倡议和

指导下，包括学科命名、

专委会的成立、确定肿

瘤心脏病日等，见证了

肿瘤心脏病学的发展。

今天我们种下一粒种子，

希望明天有丰收丰硕的

成果，也预祝肿瘤心脏

病学能够蓬勃发展。

北部战区总医院韩

雅玲院士：2016 年 6 月

5 日，是值得纪念的日

子，由 8 家三甲医院的

10 多名专家在大连举办

了第一届中国肿瘤心脏

病学专家研讨会，专家

们共同命名确立了肿瘤

心脏病学的学科命名定

位以及研究领域，发出

了肿瘤心脏病学大连倡

议书，并把 6 月 5 日定

为肿瘤心脏病日，并设

立肿瘤心脏病宣传周，

见证并开启了肿瘤心脏

病学这门新兴的学科，

在中国的破冰之旅。

在我的两次积极推

动下，分别在中华医学

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和中

国医师协会心血管医师

分会下设立肿瘤心脏病

学学组和肿瘤心脏病学

专业委员会。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张运院士：2016 年，我

跟夏云龙教授在电梯上

谈 及 此 事， 同 年 6 月 5

日，在大连召开了第一

次肿瘤心脏病学研讨会，

标志着我国肿瘤心脏病

学诞生。在那次大会上，

共解决了四个问题，首

先，确认了学科的中文

名字“肿瘤心脏病学”；

其次，确定了学科的四

大内涵，即肿瘤放化疗

导致的心脏病、肿瘤合

并心脏病、两者之间共

同的发病机制和心脏占

位性病变。学科越来越

受到医学各领域的重视，

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

在国内正蓬勃发展起来。

北京大学詹启敏院

士：中国肿瘤心脏病学

的发展一定要以科技创

新为驱动，所以在肿瘤

心脏病日，我也号召更多

的基础科研工作者能够

参与进来，这样肿瘤及

心血管领域的专家学者

及临床医生可以深入的

沟通交流，进行思想的碰

撞，我相信这对肿瘤患者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一

个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更离不开专家学者的积极

进取，团结协作，开拓创

新，让我们共同努力推进

肿瘤心脏病日宣传，关注

肿瘤患者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