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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人的日常生活或多或
少都受到了影响，不少疾病的筛查诊治也受到了
挑战。近日，一项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
学》 上的研究显示，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广泛
影响了癌症筛查，几乎所有国家都没能幸免。

全球癌筛率明显下降

上述研究的主要作者、美国石溪癌症中心人
口科学副主任保罗·鲍菲塔博士表示，癌症筛查是
降低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工具，但显然，
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对它造成了影响。研究人员
选取了 19 个国家、6 个时间段的癌症筛查数据，
即新冠疫情之前、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 3 月、
2020 年 4 月、2020 年 5 月、2020 年 6~10 月，结果
发现，疫情发生后，癌症筛查人数明显减少，其
中乳腺癌筛查减少了 35.6%，结直肠癌筛查减少了
41.8% ，宫颈癌筛查减少幅度最明显，达到了
54.1%。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摩尔斯癌症
中心的研究人员还发现，疫情发生前后，癌症患
者确诊时的分期分布也出现了巨大变化：2019 年，
该院接诊的乳腺癌患者有 63.9%处于 I期，只有 1.9%
是 IV 期患者;而到了 2020 年，乳腺癌患者中，I 期比
例下降到了51.3%，IV期比例暴增到了6.2%。

研究者分析，全球癌症筛查受影响的原因尚
不完全清楚，但可能与居家管控、人们害怕感
染、避免非紧急医疗和护理、医院部门重组等因
素有关。

新冠疫情突然暴发，着实打得人们措手不
及。家住河北唐山的李先生今年 67 岁。2019 年 10
月，他在北京某医院做了肺结节切除手术。由于
他一直有抽烟的习惯,属于肺癌高危人群，医生便
建议他 3 个月后复查。没想到，不久后新冠疫情全
面暴发，复查也因此被推迟，眼看着时间一天天
被耽搁，李先生及家人心急不已。疫情得到控制
后，他第一时间到当地医院做了检查，并把结果
发给北京的主治医生，万幸的是，耽搁的这段时
间里病情没有恶化。另有不少已确诊的癌症患
者，原定手术被推迟，定期复查没法进行，还面
临断药的困境。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主任孙
浩对《生命时报》记者说，新冠疫情已持续了 2 年
多，肯定会给就医筛查带来不便。尤其是疫情初
期，人们对新冠病毒了解不多，或是出于对未知
的恐惧不敢去医院，或是因居家隔离不便就医。
随着防治经验的积累和新冠病毒毒力的减弱，人
们的生活逐渐回到正轨，癌症筛查受到的影响越
来越小。但很多国家长期处于“躺平”状态，患
者就诊情况受疫情波及的时间更长，影响也就更

大。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妇科肿瘤中心副主任医
师 李 雨 聪 也 认 同 这 一 观
点：“在癌症筛查方面，很
多国家受疫情影响确实比
我们明显。”疫情之前，很
多发达国家癌症筛查工作
做 得 非 常 好 ， 普 及 率 很
高，因疫情搁置后，反差
就比较明显。《美国医学会
杂志·肿瘤学》上的研究提到，全球癌症筛查受影
响最大的癌种有乳腺癌、结直肠癌和宫颈癌，它
们正是发达国家癌症筛查普及率较高的几个癌
种。美国摩尔斯癌症中心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
点。研究人员认为，疫情后乳腺癌晚期就诊患者
增多，主要在于它是一种筛查手段相对完善、筛
查方法简单易行、筛查普及率较高的癌症，在疫
情冲击下，原本可以得到及早发现、干预的早期
乳腺癌患者被耽搁，受到的影响也就更大些。结直
肠癌也存在类似情况。而在我国，由于医疗资源分
布不均衡，部分地区癌症筛查率原本就不高，再加
上很多人健康意识不足，认为只要身上没病没痛，
就不需要去医院检查。因此，在疫情暴发后，我国
癌症筛查方面受到的影响没那么明显。

早筛不到位，后患无穷

“虽然在这场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我国
癌症筛查受到的波及较小，但其深层次原因值得
我们重视和反思。”李雨聪表示，我国以往癌症预
防筛查工作存在短板，早防早治工作做得远远不
够，给癌症治疗带来较大的困难和负担。

发病率增加。孙浩表示，若能做到及早筛
查，绝大部分癌前病变都可以及时发现，从而减
少癌症的发生率。若没有早发现，就不可能做到
早诊断、早治疗，那么癌症新发病例数就会上
升，个人、国家的经济负担也会变大。

治疗更困难。“若能早期发现肿瘤，用很小的
治疗手段就能阻断病情发展。”李雨聪说，早期治
疗的手段往往简单，患者获益更大，付出的治疗
费用也较低。可一旦癌细胞扩散，制订治疗方案
和具体手术操作都会更加复杂困难，患者获益却
不一定高。

患者更痛苦。孙浩说，肿瘤早期往往没有明
显症状，即便治疗也只是小手术，在这个过程中
患者几乎不会有太大的痛苦。但若继续进展，甚
至进入晚期发生扩散，癌痛、多次放化疗都会给
患者带来痛苦。此外，很多晚期癌症患者预后生
存质量也会大打折扣。比如，有些结直肠癌患者

术中无法保肛，需要做永久性结肠造口，也就是
在腹部挂一个“排便的袋子”，术后日常生活会受
到一定影响。

生存率降低。癌症患者五年生存率是衡量癌
症治疗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癌症患者接受
治疗 5 年后没有复发，那么以后复发的几率就会很
小。但对于晚期癌症患者而言，术后五年生存率
一直都不高。相反，越早发现并治疗，患者的五
年生存率就越高，完全回归正常生活的几率也更
高。

多方督促形成合力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癌症
筛查工作稳中求进十分重要。孙浩表示，虽然目
前新冠疫情在国内大体上已得到控制，但局部地
区的散发病例仍可能为患者就医检查带来不确定
因素，因此，我们需要从多方面寻求解决之道，
以保障患者的就医需求。

增加医患沟通渠道。孙浩说，如今通讯手段
十分发达，很多随访和复诊都可以足不出户，在
线上就能进行。医院或医生可以开通线上渠道，
加强与患者的联系，比如建立患者微信群、开通
线上咨询平台，还可以通过电话随访。这类沟通
渠道能为特殊时期不便出行的患者解决部分问题。

为高危人群建立“接口”。有肿瘤家族遗传病
史、不良生活习惯的癌症高危人群，值得引起重
视。医院、社区之间可以尝试建立一个就医通
道，以保障这些人群的定期筛查。我国现如今正
在推动家庭医生的发展，可以借助这部分力量，
时常对癌症高危人群进行健康宣教和筛查提醒，
以保障癌症筛查的有效进行。

加强民众健康意识。“除了医院、政府层面为
民众提供就医保障外，老百姓自身也要加强健康
意识。”李雨聪说，新冠疫情的发生是一个很好的
健康科普契机。总体上来说，疫情发生以后，人们
的健康意识增强了，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生命健康的
可贵。在此契机下，社区、媒体加大癌症防治知识
的宣传科普，势必会得到比以往更显著的成效。

甜椒、尖椒、线椒、小米椒……不同辣椒形状颜
色各异，辣度上也差别较大，烹调时要根据它们的口
感来对味做菜。

甜椒生吃保留更多营养。甜椒看起来有点像灯
笼，也称灯笼椒、柿子椒。甜椒皮薄肉厚，口感脆
甜，虽称辣椒，却一点也不辣，可以直接当蔬菜食
用。甜椒有红、黄、绿等多种颜色，又被称为彩色甜
椒(彩椒)，用以丰富菜品的色彩。甜椒维生素C含量
高达130毫克/100克，洗净去籽切丝后生吃(如做蔬菜
沙拉)可以更好地摄入其中的营养。当然，熟吃也不
错，如做披萨、炒鲜鱿鱼、炒肉丝等。

线椒炒海鲜色香味俱全。线椒形状细长，肉质比
较薄，辣度柔和，香味突出，加热后不变色，也不会
掩盖食材鲜味，可用于提香提色。比如，炒海螺肉、
炒鲍鱼、炒五花肉等，都非常鲜美。也适合用于制作
辣椒红油，或者用来做辣子鸡、麻辣干锅等。

杭椒与牛柳是绝配。杭椒看起来细长，但相比线
椒，杭椒更为粗短。杭椒辣度适中，味道微甜。它富
含维生素 C，牛柳则富含吸收利用率高的血红素铁，
维生素C能促进铁的转化和利用，所以杭椒和牛柳搭
配不仅味美，营养也高。此外，做成杭椒爆鸡丁、杭
椒煸苦瓜、油焖杭椒、生煎杭椒等也不错。

尖椒适合做虎皮尖椒。尖椒有多种，如常见的牛
角椒就属于尖椒的一种。它皮厚、肉质厚，辣度比甜
椒高，但比不上小米椒。尖椒营养不错，如小红尖辣
椒维生素 C 为 86 毫克/100 克，维生素 B1 达到 0.16 毫
克/100克，不溶性膳食纤维高达 11.8克/100克。除了
做虎皮尖椒，尖椒还可以做酿菜 (切开后往里面塞
肉)，炒鸡蛋、炒肉等也不错。

螺丝椒炒肉非常入味。螺丝椒形似螺丝，皮薄肉
脆，辣度很高，拿来炒肉，非常入味，如炒鲜鲍鱼、炒牛
肉、炒猪肉等。当然，也可以与蛋类、豆制品等进行搭
配，如擂椒皮蛋、螺丝椒炒豆干、螺丝椒炒素鸡。

小米椒适合凉拌作蘸料。小米椒个头小，辣味十
足，香气不突出，适合切碎或者取辣椒水用于凉拌，
如酸辣蕨根粉，或者切圈后作为蘸料，用于火锅、饺
子等。另外，它还可以搭配肉类、豆制品、菌藻类等
食材直接炒制(炒前可先剁碎、爆香)，以及用于制作
辣椒酱，或作为火锅、串串的底料等。

随着各国对酒驾的检查和处罚力度愈加严格，以
身犯险者越来越少。但有一类危险驾驶可能比酒驾更
普遍，那就是“盲驾”。这类司机开车、骑自行车、
驾驶摩托时，耳机里播放着音乐，时不时看几眼手
机。由于隐蔽性大、管理查处难，“盲驾”的危险性
比酒驾还大。为此，欧洲多国加大力度进行管制。

近期，英国发生多起因骑行时佩戴耳机引发的事
故。72岁的彼得·麦康比被边听音乐边骑行的年轻人
撞伤脑部而死亡;19岁的乔治·麦高恩，因在骑滑板车
过程中用耳机听音乐，未发现有车辆向他靠近，导致被
车撞死。在发生一系列致命交通事故后，英国国会呼
吁，禁止自行车和电动滑板车骑手在骑行中佩戴耳机。

研究发现，骑行时戴耳机会降低骑行者对交通环
境的感知，使驾驶人员操作失误率上升，加大交通事
故发生率。2021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研究发现，戴
耳机开车或骑车会导致使用者识别潜在道路危险的速
度减慢 4秒以上。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听觉认知神经科
学教授玛丽亚·查特表示：“声音在我们的环境认知能
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驾驶或骑行期间佩戴
耳机，将屏蔽重要的声音信号，意味着无法感知附近
的车辆或道路使用者，将双方都置于危险之中。”

为了保护人们的出行安全，欧洲其他国家也纷纷
出台举措。法国和西班牙禁止在骑自行车时佩戴耳
机，葡萄牙和意大利只允许一只耳朵戴耳机。在“自
行车王国”荷兰，政府规定骑车时不能佩戴降噪耳
机，不能手持手机等电子通讯设备。法国交通部门规
定，骑车时禁止佩戴任何可能发出声音的装置，包括

入耳式耳机、头戴式耳机、头盔式耳机，更不允许骑
车时接打电话。

除了不允许行驶时戴耳机，西班牙近日出台的新
法案对看手机问题也进行了严管。西班牙交通部门规
定，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严禁碰触手机操作导航程
序，只有在完全停止状态下才可以触碰手机，违反规
定者将扣 6 分，并处以 100 欧元(1 欧元约合人民币 7
元)罚款。新法还规定，严禁在汽车上安装雷达探测
仪，违者处以 200欧元和扣 3分处罚。因为不少司机
为了防止被电子眼、测速仪捕捉到危险驾驶行为，所
以会在车上加装雷达设备，一旦接近相关设备，会提
前发出预警。司机们仗着这个“放哨人”的优势，在
无雷达监视时肆无忌惮地超速、超车，大大增加了危
险性。

对于西班牙即将到来的 8月长假，新交通法规的
出台非常及时，将有助于减少事故的发生。西班牙交
通局还用多国语言印制了新法条文，放在各个入境检
查站以及加油站，供司机阅读了解。此外，西班牙交
通部门今年还将动用上千架无人机，帮助交通警察维
持秩序，“捕捉”危险驾驶行为。

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人们
往往忽略了社交联系的重要程度。哪怕只是给久
未联络的好友打个问候电话、发一条简短消息，
都会使被联络的朋友格外惊喜。该研究发布在

《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
研究对多达 5900 多名参与者进行调查。参与

者根据研究人员的要求，向久未联系的朋友送出
礼物，或者拨打他们的电话，并猜测他们对此事
的情绪。同时，收到礼物或接到电话的人也被要
求对自己的情绪愉悦程度进行量化打分。结果显
示，发起联络的人大大低估了朋友收到礼物或电
话时的欣赏与喜悦程度。

这几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联络显著减少。逐渐减少联络后，想要重新联
系朋友时，有些人可能感到犹豫不决。对此，研
究人员表示，哪怕仅仅只是“因为想起你”而打
个招呼，也会向被联络的人传递强烈的正面情
绪，对拉近双方关系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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