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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很多人认为，肿瘤是‘不治之
症’，但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肿瘤
是可防可控的。”4 月 17 日是“世界
肿瘤日”，本周也是全国肿瘤防治宣
传周，北大医院太原医院府城院区
门诊大厅，一场肿瘤防治宣传活动正
在举行。北大医院太原医院肿瘤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曹俊燕表示，每个
人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正
确认识肿瘤，科学预防，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

肺癌发病居首位

“肿瘤的发生是一个长期、慢性、
多阶段的过程。从正常细胞演变为
癌细胞，再形成危及人体健康的肿
瘤，通常需要 10年至 20年，甚至更长
时间。”曹俊燕说。

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肿瘤新发
病例数居前十的肿瘤分别是：肺癌、结
直肠癌、胃癌、乳腺癌、肝癌、食管癌、

甲状腺癌、胰腺癌、前列腺癌、宫颈癌。
“我市肿瘤发病情况与全国基本

一致，且发病呈年轻化趋势。”曹俊燕
说，2023年医院收治的肿瘤患者中，
肺癌患者约占 30%，结直肠癌、食管
癌患者约占 30%，乳腺癌及其他肿瘤
患者约占 30%。

“肿瘤是可防可控的，不要恐
慌。”曹俊燕强调，世界卫生组织提
出，三分之一的肿瘤是可以预防的；
三分之一的肿瘤通过早发现早诊断，
是可以治愈的；三分之一的肿瘤可运
用医疗措施减轻痛苦、延长生命、改
善生活质量。

每年体检不可少

“很多人害怕体检，担心检查出
问题。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曹俊燕
再三提醒，“一定要重视体检，特别是
有家族史的 35 岁以上人群，每年要
进行一次体检。体检是早期发现肿

瘤的最重要途径，通过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及时阻止或减缓疾病的
发展，恢复健康。”

“健康体检时，要根据自身情况
和个体需求，有针对性地检查。”曹俊
燕提醒，如筛查肺癌，可做低剂量螺
旋CT；筛查食管癌或胃癌，可做胃镜
检查；筛查结直肠癌，可做大便隐血
试验、结肠镜；筛查乳腺癌，可做乳腺
超声、乳腺钼靶检查；筛查宫颈癌，可
做细胞学检查、高危型HPV-DNA检
测等。

“不同的肿瘤，其检查手段是不
一样的。一般来说，40岁以上人群就
要重视体检，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性
做防癌检查项目。”曹俊燕建议。

高危因素要远离

肿瘤的防控可以通过三级预
防来进行，一级预防是病因预防，
减少外界不良因素的损害；二级预

防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三级
预防是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
间。

生活中，如何预防肿瘤发生？
曹俊燕提醒，要远离致病高危因

素，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如平衡膳
食，多食新鲜水果和蔬菜，低盐饮食；
不吃发霉的食品，发霉的食品中含有
大量的黄曲霉素，常吃这些食品，极易
患肝癌等疾病；少吃熏制、腌制、烤制、
油炸和过热的食品，这些食品是导致
胃癌、食管癌的主要原因；戒烟限酒；
不熬夜，规律作息，因为熬夜会导致人
体内褪黑色素（一种能够抑制肿瘤生
长的激素）的含
量减少，会降低
人体免疫力，从
而使人易患肿
瘤；适量运动，
控制体重，保持
心情舒畅。
记者 刘涛

肿瘤预防关键在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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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记
者林苗苗、顾天成）俗话说“病从
口 入 ”，癌 症 是 否 也 会“ 吃 出
来”？今年 4月 15日至 21日是第
30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专家
提示，诸多致癌因素中有一些和
饮食关系密切，尤其对于食管
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肿瘤，
要小心“病从口入”。

在我国，食管癌高发与一些
饮食习惯有关。“长期爱吃过烫
的食物，会增加患食管癌的风
险。”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一
科主任陈克能表示，有些地区爱
喝刚泡出来的“功夫茶”，火锅、
麻辣烫、粥等食物“趁热吃”，长
期食用温度过高的食物能引起
食管黏膜慢性炎症，增加癌变风
险，建议入口的食物在 50 摄氏
度以下比较安全。

陈克能提示，食管癌起病隐
匿，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
出现症状时已是局部晚期。食
管良性病变的发病率较低，如果
感觉吞咽不畅甚至困难，尤其要
引起重视，及时就医排查食管癌
的可能。有食管癌家族史、居住
在食管癌高发地区、吸烟饮酒、

饮食习惯不健康的人群尤其要
提高警惕。

我 国 也 是 胃 癌 高 发 的 国
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
瘤中心一病区副主任陕飞介绍，
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慢性胃炎、消
化性溃疡和胃癌的主要致病因
素。幽门螺杆菌的传播途径主
要包括口口传播、粪口传播，共
用餐具会显著增加感染风险。
建议在体检中重视对幽门螺杆
菌感染的筛查，感染者应遵医嘱
规范服药治疗，在生活中尽量分
餐或使用公筷公勺。此外，高
盐、腌制食物也会显著增加罹患
胃癌的风险。

“近年来，结直肠癌在我国
的发病率有所上升，与饮食习惯
改变有一定关系。”陕飞提示，长
期饮食结构不合理，例如大鱼大
肉，过量食用高脂肪和高蛋白食
物，不爱吃新鲜蔬菜，食物中缺
乏膳食纤维，都是结直肠癌的高
危因素。如果生活中发现便血，
千万不要想当然以为是痔疮，应
及时就医通过肠镜等手段排查
结直肠癌的可能。

今年 4 月 15 日至 21 日是第 30
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主题为“综
合施策 科学防癌”。癌症是威胁
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人们对
癌症存在恐惧心理，但并没有系统
了解。为此，记者梳理了一些关于
防癌抗癌的知识点。

——哪些癌症发病率高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发布最新全球癌症负担数
据，我国的国家癌症中心也在《中华
肿瘤杂志》发布《2022年中国恶性肿
瘤流行情况分析》。结果显示，2022
年全球新增肺癌 248万例，重新成为

“全球第一大癌症”。而肺癌在中国
的疾病负担更为突出，在癌症发病
和死亡顺位中均位居首位。我国前
十位高发癌症依次为肺癌、结直肠
癌、甲状腺癌、肝癌、胃癌、乳腺癌、
食管癌、宫颈癌、前列腺癌、胰腺癌。

——癌症病例“男女有别”
《2022 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

况分析》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
我国癌症新发病例约为 482.47万例
（男性 253.39 万例，女性 229.08 万
例）。在男性群体中，前五大高发癌
症依次是肺癌、结直肠癌、肝癌、胃
癌和食管癌，约占男性癌症新发病
例总数的 65%。在女性群体中，最
常见的癌症是肺癌，其次是乳腺癌、
甲状腺癌、结直肠癌和宫颈癌，约占
女性癌症新发病例总数的 64%。

——癌症发病率“年轻化”
在过去，癌症通常被认为发生

于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而近 30
年，世界范围内 50岁以下人群的癌
症发病率却一直在上升。分析数据
显示，我国癌症的发病率在 0 至 34
岁年龄段相对较低，而从 35至 39岁
年龄组开始显著增加（每 10万人中
约 125.24 人），直到在 80 岁至 84 岁
年龄组达峰值（每 10 万人中约
1461.63人）。男性在 25至 54岁年龄
段总体发病率低于女性，而在 60岁
以后，发病率高于女性。

——结节大多不是癌

肺部结节不等于肺癌，也不是都
会发展为肺癌。一般体检发现的肺
结节中 95%都是良性，但部分良性病
变，长期来看有转化为恶性的可能。
甲状腺结节是内分泌系统的常见疾
病，我国约五分之一成人有甲状腺结
节，多数良性甲状腺结节无需进行特
殊治疗，定期随访即可。乳腺结节并
不是一种单独的疾病，而是一种症状
或生理状态，临床上良性的乳腺结节
比较多，恶性的情况比较少，高危人
群应适量增加体检频率。

——吸烟仍是患癌主要风险
《柳叶刀》刊文表示，全球有近

445万例癌症死亡是由吸烟、饮酒和
肥胖等风险因素造成的，占全球所
有癌症死亡人数的 44.4%，吸烟仍然
是全球癌症的主要风险因素。在我
国男性群体中，吸烟所致的肺癌死亡
数占了 24%。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
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2020》指出，
2007至 2017年，全球 15岁及以上人
群吸烟率有所下降，约为 19.2%，但
2018年我国 15岁及以上人群的吸烟
率却达 26.6%。另外，我国还有高达
68.1%的不吸烟人士在公共场所接触
过二手烟，危害不容忽视。

——男性也要防乳腺癌
乳腺癌并非女性专属，男性也具

备乳腺组织，同样也可能得乳腺癌。
但男性的乳腺组织相对较少，男性乳
腺癌比较罕见。以 2022年为例，中
国女性乳腺癌发病 35.72万例，男性
仅为 0.41万例。男性乳腺癌常见症
状包括乳房疼痛、乳头凹陷、乳头破
溃、乳头瘙痒脱屑、乳头溢液及出血
等。当一开始发现乳腺肿物，尤其乳
头附近的肿块，就应提早检查。

——高危人群防癌体检应定期
防癌体检不等同于普通体检。

普通体检是针对普通人群的健康检
查，防癌体检则针对癌症高危人
群。如有癌症家族病史、长期接触
有毒有害物质或有职业暴露、长期
或重度吸烟嗜酒等，应定期进行防
癌体检。新华社北京4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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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吃出来”的癌症
[专家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