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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观察▶▶▶

为应对疫情的流调溯源和快速处置工作，广东省深圳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与腾讯联合研发“深圳市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处置系统”，并于近日
投入使用。该系统融合了互联网智能电话、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
人工智能技术，帮助一线流调员高效流转信息，提升响应速度。

每一例个案的流调处置，都是一场针对病毒的闪电阻击战。当一个
“十混一”的初筛阳性样本被发现时，就有十组流调员同时展开电话流
调，迅速掌握10个受检者的当前位置，通知社区等第一时间管控人员和
场所。同时，采样队立即出发对可疑阳性人员重采样本进行复测。

在这一过程中，流调员通过“一手电话、一手拿笔；一边询问、一
边记录”的方式，对每个有可能存在风险的个案、密切接触者，进行仔
细问询，采集大量流调信息。每个流调员每天都需要将大量手写信息二
次整理成电子文档。可以说，流调信息采集是疫情防控工作中最费时、
费力的工作。同时，流调员还经常遇到流调对象不接电话或挂断电话的
状况，坚持不懈多次拨打电话成为工作常态。

针对流调信息采集工作的痛点，“深圳市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处置系
统”的使用，方便流调员通过电脑、耳麦进行流调访谈，解放双手，边
访谈边记录。同时，为了使市民安心接听流调电话，系统呼出的电话统
一标识为“深圳疾控中心”来电，以短信形式提醒市民安心接听电话，
提升对流调工作的配合度。

与过去花大量时间整理手写信息相比，新系统还能自动化处理各种
流调信息。腾讯健康把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
流调访谈中，访谈内容自动生成文本，还能智能识别提取核心信息，自
动填写流调表单。比如，当被流调人说出自己乘坐过深圳地铁5号线时，
系统会自动显示5号线全部站点，流调人员只需要勾选相应站点，该信息
就会自动填入表单。

流调访谈完成后，系统即可基于标准化模板，自动导出个案核心信
息表、重点场所一览表、密接/次密一览表、初步流调报告，为后续的重
点场所、人群的处置工作争取更多时间。全数字化的信息采集过程，大
大提升了流调工作效率。

“深圳市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处置系统”有两个“端”，一个是PC端
WEB工作台，一个是移动端APP。流调工作员通过电话访谈，确定涉疫
场所或人员后，可一键转现场处置。

现场流调处置人员可以通过移动端APP实时接收工作任务，第一时间
到达现场进行场所风险确认、卫生学调查、人员访谈、密接甄别等。同
时，“采样队”实时收到采样任务，到达现场进行人员、物品、环境采样；
而“终末消毒队”则按系统指定地点、指定时间，及时完成各个环节终末
消毒。现场多方协作，两端实时协同之下，实现对疫情的快速处置。

上述所有现场信息，均通过移动端App进行上报，PC端可实时获取
现场信息，进行研判、指导或信息补充。通过多端工作实时协同，减少
线下信息传递不及时、碎片化信息整合效率低、信息传递有错漏的业务
痛点，为流调工作提供顺畅的信息化“工作流”，助力流调工作扩面、加
深、提速、闭环。

深圳上线“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处置系统”

AI助力“动态清零”
流调处置快速响应

本报记者 熊 建

图为流调员通过网络电话进行流调访谈。 深圳市疾控中心供图图为流调员通过网络电话进行流调访谈。 深圳市疾控中心供图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美华） 第
28 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4 月 15
日至21日）启动仪式日前在北京举
行。今年宣传周主题是“癌症防治
早早行动”，旨在积极倡导每个人做
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正确认识
癌症、积极防控癌症，树立癌症预
防理念，积极行动做到早预防、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切实降低
癌症带来的社会危害和疾病负担。

本届宣传周在国家卫健委疾病
预防控制局指导下，由国家癌症中

心、中国癌症基金会主办，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承办。

国家癌症中心主任、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院士指
出，早期干预是有效降低癌症发病
率和死亡率的重要手段，对癌症等
重大慢性疾病而言，“早”就意味着
机会，意味着生命。为深入贯彻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的精神，国家癌症中心发起“中国
居民癌症防控行动”，构建起基于网
络大数据的管理平台和工作机制，

运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筛查
手段，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尖
端技术，对常见高发癌种及高危人
群，开展早期预防、早期筛查，以
期全面提高中国癌症早诊早治水平。

为了推进肿瘤预防，国家癌症
中心推出“中国居民癌症防控行
动”小程序，为18岁以上居民建立
电子健康档案，提供个体化健康干
预和指导、科学评估癌症风险因素
及暴露水平、线上自助预约癌症筛
查和体检、进行权威防癌科普等公

益便民服务。
本届宣传周期间，国家癌症中

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将举
行百名专家在线义诊、百场防癌科
普节目、防癌热点微博话题互动等
系列活动。全国各肿瘤防控、科
研、医疗机构及学术团体、公益组
织等，将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丰富多
彩的系列公益科普、义诊、培训活
动，积极宣传普及癌症防治知识，
共同营造全社会防癌抗癌的良好
氛围。

第28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

“早”就意味着机会和生命

本报北京电（记者熊建） 日前，
由健康报社与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共同
主办、罗氏制药支持的“赋能专科建
设 共创健康中国——乳腺癌科学化
管理促进项目”在京启动。项目旨在
进一步提高医疗机构乳腺癌单病种管
理能力和诊疗规范化水平，保障乳腺
癌诊疗质量与安全，更好地维护患者
的健康权益，逐步提高乳腺癌患者五
年生存率。

作为国内治愈率最高、生存期最
长的恶性肿瘤，乳腺癌诊治已进入慢
性病管理时代。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兵
河表示：“乳腺癌已经成为慢性病管
理的标志性癌种。在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大背景下，乳腺癌正在逐渐从以疾
病为核心的多学科综合诊疗模式，转
变为以患者为中心的全方位跨学科管
理模式。这要求我们以全生命周期健
康管理为核心目标，全面推进覆盖癌

症早期预防及高危筛查、急病期多学
科规范化诊疗、慢病期跨学科管理癌
症伴随疾病的‘全方位、全周期’健
康管理。”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炅教授表示，作为早期乳
腺癌系统治疗的一部分，新辅助治疗
不仅为乳腺癌患者带来了降期保乳的
可能性，也为患者药物敏感性评估提
供了相关信息，以便指导后续治疗，

让更多患者获得治愈的机会。“未来
我国乳腺癌规范化诊疗应重点聚焦新
辅助治疗、保乳手术、晚期治疗规范
开展等方面。只有补齐这些短板，中
国乳腺癌患者身心治愈的机会才更
大，拥有更高质量生活的几率才更
大。”吴炅说。

“乳腺癌科学化管理促进项目”
计划用1年时间，覆盖全国30个省份
的297家医院。主办单位将发布《乳
腺癌多学科诊疗中心执行手册》，邀
请全国知名专家组织召开区域项目启
动会和学术交流会，对各级医院的乳
腺外科、内科、病理科、影像科、血
液科等多学科开展乳腺癌规范化培
训，指导医院开展规范化诊疗。

提高诊疗规范化水平，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存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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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4月12日，上海市宝山区淞南五村第一居委会志愿者魏刚在小区内通知有关事项。今年78岁的魏刚在
2016年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但他病情稍有好转就主动投身到志愿者工作中。他说：“癌症在我身上都没能取得胜
利，新冠也不可能得逞。” 新华社记者 陈建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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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陈得） 为进一步保障重症慢病患者群体就医购药，提升药
品配送效率，“上海市就医保药应急平台”于4月15日开通。该平台由上
海市数字医学创新中心联合微医、瑞金医院等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发
起，为在沪重症慢病患者提供在线问诊、复诊购药、药品配送、健康管
理等服务，疏通用药的“最后100米”。

“请尽快配送，急需用药！”在微医针对上海疫情快速开通的义诊平
台上，每天都有大量的患者在线问诊，近半有药品配送需求，其中又以
重症慢病用药的需求最大。为了尽快把药品送到患者手中，微医在联合
物流配送企业、医药企业进一步增强药品的供应能力的基础上，自建应
急药品配送组，召集符合条件的员工志愿加入到配送队伍。

上海市就医保药应急平台启动
保障重症慢病患者不“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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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4月16日晚，微医药品保供小组志愿者 （左） 在上海市徐汇区
一小区为患者送达急需的治疗房颤的药物。 夏萍萍摄（人民视觉）

癌症是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的一大类疾病的总称，在我国，最
常见的癌症包括肺癌、乳腺癌、胃
癌、肝癌、结直肠癌、食管癌、子宫
颈癌、甲状腺癌等。

日前，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中
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业委员会、中国
抗癌协会科普专业委员会、诺辉健康
联合举办防癌科普活动，聚焦癌症防
治知识，倡导高风险人群早防早治。

癌症为什么会发生

有人说“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癌细
胞”，这是危言耸听吗？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我
们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体内多
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发生了基因突变的
异常细胞，这些异常细胞有发展成癌
细胞的潜质。”中国工程院院士、北
京大学国际癌症研究院院长詹启敏指
出，致癌因素十分复杂，包括化学、
物理和慢性感染等外部因素以及遗
传、免疫、年龄、生活方式等自身因
素。大部分癌症是人体细胞在外界因
素长期作用下，基因损伤和改变长期
积累的结果，是一个多因素、多阶
段、复杂渐进的过程，从正常细胞发
展到癌细胞通常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
的时间。

“大家不用过分担心，人类在进
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免疫监

控系统。”詹启敏强调，尽管每个人
体内都有“前癌细胞”产生，但这
些错误细胞会被修复、纠正或被消
灭掉，发展成恶性肿瘤的情况是极
少数。

“癌症发病率升高最大的因素是
什么？是年龄的增加。如果活得足够
长，每个人都可能得肿瘤。”中国医
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防癌科副主任张凯
说，统计显示，癌症的发病率在四五
十岁以后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因此年
龄增加是患癌最重要的因素，随着中
国人均寿命不断提高，癌症发病率的
提高也难以避免，对此要有清醒的
认知。

如何预防癌症

癌症能预防吗？“当然可以。”中
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王
贵齐介绍，世界卫生组织提出，1/3
的癌症完全可以预防，1/3的癌症可
以通过早期发现得到根治，1/3的癌
症可以运用现有的医疗措施延长生
命、减轻痛苦、改善生活质量。

“癌症并不像大家想象得那么可
怕。”王贵齐指出，通过远离烟酒、
规律起居、合理膳食、保持健康心态
等，就可以预防1/3的肿瘤发生。同
时，有些癌症例如食管癌、胃癌、结
直肠癌、宫颈癌等，在早期不仅可以
治疗，还可以治愈。此外，通过规范
化诊疗和多学科诊治，也能提高其他
1/3 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
质量。

“从来就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
只有突然发现的肿瘤。”王贵齐强
调，肿瘤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多阶段
缓慢的过程，就国内高发的食管癌、
胃癌和结直肠癌来说，从身体正常到
出现癌前病变、早期癌，最后发展到
有临床症状的中晚期肿瘤，整个过程

需要10到15年的时间，如果抓住这
个时间窗口，及时做筛查进行预防，
能在很大程度上远离肿瘤。

防癌怎么抓住“无症状期”

出 现 什 么 症 状 应 该 去 做 肿 瘤
筛查？

“几乎所有的肿瘤早期都没有典
型症状，在我们自认为很健康的时
候，就要主动进行早筛早诊，及时发
现早期癌症和癌前病变。”王贵齐强
调，高风险人群更需要重视早筛早
诊，如果有肿瘤家族史，到 40 岁时
无论有没有症状，都要主动做进一步
的检查。例如，结直肠癌高风险人群
有：饮食重口、多油低纤维，抽烟、
经常饮酒、缺乏锻炼、超重和肥胖、
年龄大于 40 岁、有肠道炎症史、有
大肠癌的家族史等。

“当有症状再去就诊发现肿瘤，
往往有50%的人失去了根治性治疗机
会。”张凯说，要想获得根治性手
段，就应该在无症状健康期去发现并
治疗，特别是到了一定年龄或有高危
因素的人群，要主动参加筛查。

“若有家族史，患肿瘤的概率会
高一些。有 5%—10%左右的患者会
因家庭遗传而有这方面的缺陷，而
90%以上的患者是因后天饮食起居
的习惯、情绪管理不好等引起的。”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
病区主任田艳涛指出，幽门螺旋杆
菌是胃癌重要的致病因，它存在于
感染者的胃液、唾液、粪便中，可
通过口、手、不洁食物、不洁餐
具、水源等途径传染，因此要大力
提倡公筷公勺，“即便在家吃饭，也
应使用公筷公勺，每个人最好用自
己的固定餐具。此外，筷子的清
洁、消毒、防霉也很重要，建议每
三个月更换一次。”

什么癌前病变需重视

“为什么很多肿瘤患者治疗效果
不佳？重要一点就在于‘晚’字。”
王贵齐指出，癌症的治疗效果和生存
时间与癌症发现的早晚密切相关，发
现越早，治疗效果越好，患者生存时
间越长。

有的患者每年都进行体检，等发
现癌症时为何仍然到了中晚期？张凯
指出，一些常规的健康体检难以发现
早期肿瘤，因此要定期进行更有效的
防癌体检。目前肺癌、乳腺癌、肝
癌、胃癌、食管癌、结直肠癌这六大
肿瘤，包括宫颈癌以及泌尿生殖系统
肿瘤，大部分都有确切的筛查手段和
适宜技术。比如肺癌，可以选择胸部
低剂量螺旋CT，乳腺癌可以选乳腺
触诊+钼靶+超声进行筛查。

哪些病变是癌前病变？“很多人
说息肉就是癌前病变。息肉是消化道
黏膜上隆起的物质，可能是有炎性
的，也可能是肿瘤性的。”王贵齐指
出，肿瘤息肉分良性、恶性，若是炎
症息肉，它发生肿瘤的概率很低，可
以不做切除；若是肿瘤性的病变，尤
其是进展的腺瘤，它发生癌变的概率
非常高，需要进行规范的治疗。

一提到胃镜、肠镜检查，很多人
的第一反应是——不方便、不舒服。

“先要明确一点，并不是胃肠道不舒
服的人就都要去做胃镜、肠镜。现在
我们有非常有效的分层技术，可以通
过初筛先来判断是否需要去做胃肠
镜。”王贵齐介绍，比如有问卷调
查，有便潜血检测、基因检测等无创
技术，这些老百姓居家就可以检测，
不需要到医院就能知道自己是不是高
危人群。如果初筛发现确实是高危人
群，这时候再去医疗机构进行胃肠镜
的精筛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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