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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患者5年生存率
提升近10个百分点

新华社北京电 4月15
日至21日是第29届全国肿
瘤防治宣传周。中国疾控中
心慢病中心专家提示，采取
包括健康教育、控烟限酒、早
期筛查在内的积极预防和规
范治疗等措施，对于降低癌
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具有显
著效果。同时，防癌体检是
早期发现癌症的重要途径。

国家癌症中心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我国癌症的新发
病例数约为每年406万，癌
症仍是危害人民生命健康
的重大疾病。《健康中国行
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
（2019—2022 年）》提出要
强化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着
力于控制癌症危险因素，降
低我国人群癌症发病风
险。同时，强调早诊早治和
规范诊疗的重要性，积极促
进癌症的早发现、早诊断、
早治疗。

“癌症是可防、可筛、可
治的慢性疾病。”中国疾控中
心慢病中心研究员李剑虹表
示，早期癌症的治愈率明显

高于晚期，防癌体检有助癌
症早发现。专业的防癌体检
是代价较小、痛苦较少、值得
提倡的筛查方法。

专家介绍，防癌体检不
同于一般的健康体检，特指
肿瘤专家结合体检者的自身
情况和个体需求，做相应部
位的防癌检查。例如防肺癌
体检，体检时注重肺部CT
检查；怀疑有胃癌或有高危胃
癌家族史的病人，可重点做胃
镜检查；肛门指诊是普查直肠
癌的简单方法，长期便血或者
大便习惯异常者必查。

选择个体化防癌体检、
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密切关
注致癌因素、接种疫苗预防
部分癌症、选择正规医院接
受规范化诊疗……为更好向
人民群众普及防癌、抗癌科
学观点，中国抗癌协会2022
年发布“中国癌症防治十大
建议”，从认识、预防、早筛、
诊疗和康复环节推动广大群
众更科学、更理性地认识癌
症，积极做好预防。

顾天成 李恒

在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活动启动仪式上，一组数据
被再次提及——恶性肿瘤患
者 5年生存率由十年前的
30.9%提升至40.5%。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
负责人表示，我国癌症防治
体系进一步完善，肿瘤登
记、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全
面推进，整体诊疗能力显著

提升，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
不断提高。

国家癌症中心主任、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
赫捷表示，未来还要形成和
不断优化居民与患者全人群
覆盖、个体生命全周期管理、
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多层
次、立体化肿瘤防治体系。

据新华社

早诊早治 防治结合

疾控专家提示重视防癌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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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节检出率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因其多发性、年
轻化，结节频频登上社交媒
体热榜，很多人关注到情绪
对结节的影响，一些网友留
言调侃：“别人生气我不气，
气出结节无人替。”

记者了解到，对于结节
的发病机制，目前还没有完
全明确，很多结节和恶性肿
瘤的发生都受多重因素的
影响，如遗传、激素水平、饮
食、生活习惯等。多位专家
都谈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对

于预防疾病十分重要。“生活
规律、注重睡眠、科学饮食、戒
烟戒酒、多多锻炼，让身体和心
理都维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
态，是预防疾病的有效方式。”
廉建红说。

定期体检有助于及时发现
早期潜在疾病，便于尽早采取
措施。

专家们建议，45岁以上成
年人应当每年做一次肺部CT
检查，最好是薄层CT扫描；40
岁以上女性每年做一次乳腺彩

超，每两年做一次乳腺钼靶检
查；普通人群最好每年检查一
次甲状腺。

结节和肿瘤的治疗应当交
给专业人士。李德志等专家表
示，一旦体检查出结节，应当首
先找一位专业的医生，让医生
来判断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
应当如何处理，“该观察的观
察，该手术的手术”，在专业指
导下开展相应治疗。

新华社记者马晓媛

体检查出的“结节”
一定会发展为癌症吗？

正值第29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肿瘤相关话题成为关注焦
点。近些年，不少人在体检中被查出“结节”，一些人还为此提心吊
胆，担心有癌变风险。到底什么是结节？结节一定会发展为癌症
吗？如何防治结节？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山西太原市民白先生最
近做了一次体检，体检报告显
示甲状腺有结节。“一下就懵
了，不知道结节是个啥。”白先
生找周围人问了一圈，有人说
结节没大事儿，十个人里八个
有结节，也有人说结节一不小
心就是癌，得赶快做手术切
了。“好几天心里都不踏实，准
备去医院挂号问一问。”

近年来，像白先生这样查
出有结节的人不少。近日，
美年健康集团发布了其2022
年度体检大数据蓝皮书，其
中显示，肺结节检出率达
54%、甲状腺结节检出率
47%、女性乳腺结节检出率
为31.5%。爱康集团一份关
于武汉市体检人群的健康报
告显示，从2019版到2023版

报告，乳腺结节的检出率增加
了12.77%。

记者采访多位专家了解
到，体检报告上的“结节”并
不是疾病名称，而是一种影像
学的描述性术语，仅仅代表通
过影像检查在身体上看到了

“小团块”，而组织增生、炎症、
良性或恶性肿瘤，都可能是造
成“小团块”的原因，近年来
结节的检出率确实呈现上升
趋势，但这一现象存在多方
面原因。

“随着现在生活节奏加
快、生活压力加大，一些人形
成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
晚睡晚起、暴饮暴食、运动不
足、睡眠不好等，加上人口老
龄化的因素，使得一些结节和
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持续上

升。”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中国
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山西医
院乳腺外科主任齐立强说。

大众体检意识增强也是
结节检出率提升的重要原
因。齐立强说，过去人们大多
有了明显症状才去就医，现在
随着健康意识不断提升，越来
越多的人积极参与体检和癌
症早筛，也就有越来越多的疾
病在早期被发现。

此外，检出率提升也与检
测水平提高有关。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山西医院胸
外科主任廉建红说，近年来
CT、B超等检测仪器的精密
度日渐提高，医生的经验也不
断增长，使得更小的结节也能
被检出。

很多人体检发现结节后，
会联想到癌症，那么结节一定
会发展为癌症吗？多位受访
专家告诉记者，只有极少数结
节会被确诊为癌症，绝大多数
时候都无需过于忧虑。一种
说法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结
节和癌症之间的距离，就像是
小学生考虑“上清华还是上北
大”这么远。

记者了解到，包括肾、肝
脏、卵巢、子宫在内的各个器
官都有可能会发现结节，但实
际检查中，有三大结节最为常
见，分别是甲状腺结节、乳腺
结节、肺结节。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头颈外科主任医师、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山西医院
头颈外科主任李德志说，从临
床实际情况来看，B超检查下
来可能有 20%~30%的人会
检出大大小小的甲状腺结节，
而在这些检出结节的人群中，
最终确诊为癌的概率可能在
2%~4%，“如果刚开始确诊
是良性结节，最后变成恶性的
概率是极低的，一般都不用太
担心。”

齐立强表示，根据国家癌
症中心的统计，2020年我国
乳腺癌新发病例数约 42 万
例，而乳腺结节的检出无法实
现完全的统计，但实际来看检
出结节的患者最后确诊为癌
的比例非常小，可能100个人

里有1个或者不到1个。
齐立强说：“虽然乳腺癌

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癌，但是
发病率仍然只有十万分之几
十，总体上概率并不高，不需
要过于恐慌。”

廉建红表示，随着检查精
度的提升，越来越多肺结节在
很小的时候就被发现，都是比
较早期的，没有必要特别紧
张，一般在8毫米以下的结节
都以随访观察为主，如果大小
或者成分有变化再做处理。

“现在门诊上，我劝病人不做
手术的时间比劝病人做手术
的时间还多，其实从结节发展
到癌的比例还是很低的，没必
要谈结节色变。”

▶ 结节一定会发展为癌症吗？

▶ 结节不可怕 正确预防和治疗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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