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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省份全国各省份““癌症高发地图癌症高发地图””来了来了
本报记者 王美华

健 康 直 通 车
关注肿瘤防治 ①①

2023年4月15至21日是第29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今年
宣传周的主题是“癌症防治 全面行动——全人群 全周期 全社
会”。本报健康版今起推出关注肿瘤防治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鼻咽癌在广东、广西较为高发；甲
状腺癌在天津、浙江高发；前列腺癌在经
济较发达地区高发……近日，国家癌症中
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在《中华肿
瘤杂志》上公布了我国最新的恶性肿瘤流
行数据，并首次公布了各省份主要癌谱流
行情况。当前我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如
何？各地癌症高发类型有哪些不同？常见
的癌症有哪些？有关专家给出了解答。

肺癌位居我国恶性肿瘤发
病首位

由于全国数据收集、整理和核查等需
要时间，癌症数据报告通常有一定延后。
截至2019年8月31日，国家癌症中心共收
到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82个登
记处提交的 2016 年肿瘤登记资料，其中
地级及以上城市 251 个，县和县级市 431
个，以估计 2016 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特
征。最终，《2016 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
况分析》（以下简称“报告”）纳入487个符
合数据质控标准的登记处，共覆盖人口
3.8亿人，其中城市人口1.92亿人、农村人
口1.88亿人。

报告显示，从发病例数看，肺癌位
居我国恶性肿瘤发病首位，2016 年，我国
肺癌新发病例约82.81万，是排名第2位的
结直肠癌（40.8万例）的2倍。胃癌、肝癌、
女性乳腺癌分别位列第 3—5 名，发病率
均超过 30 万例。前 5 位恶性肿瘤发病约
占全部新发病例的57.27%。排在第6—10
位的为食管癌、甲状腺癌、子宫颈癌、
脑肿瘤、胰腺癌，发病数均超 10 万例。
消化道肿瘤如食管癌、胃癌和肝癌尽管
当前仍然处于较高的发病率水平，但是
已经显示出快速下降的趋势。

从数据统计来看，各省份主要流行的
癌症有一定差异。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中，肺癌发病例数在除西藏自
治区、甘肃省和青海省外的其他地区均位
居首位；鼻咽癌在全国恶性肿瘤发病顺位
中位居第 20位，但在广东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海南省、江西省、贵州省均位居前10
位；甲状腺癌在全国发病位居第 7 位，但
在天津市、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上
升为第2位；食管癌在北京市、天津市、上
海市、广东省的发病例数相对较低，位居
第 15 位左右；前列腺癌高发于社会经济
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如北京市、上海市、
江苏省、浙江省等。

城乡的癌谱结构也存在明显的差
异，表现为城市地区以乳腺癌、结直肠
癌等恶性肿瘤高发，农村地区以食管
癌、胃癌、肝癌等消化系统肿瘤高发。
报告指出，我国当前癌谱结构是发达国
家癌谱和发展中国家癌谱并存的局面。
在相对发达的地区，以肺癌、结直肠
癌、乳腺癌、甲状腺癌和前列腺癌高发
为主，但在社会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仍然呈现消化道肿瘤如胃癌、食管癌和
肝癌等恶性肿瘤高发，同时伴有结直肠
癌、乳腺癌等位居前列的情况。

吸烟是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

“肺癌不仅在我国位居恶性肿瘤发病
和死亡的首位，也是全世界发病率最高、
死亡率最高的癌症之一。”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肿瘤一科主任医师刘
喆说，“肺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器官，是人体
与外界交流的一个‘窗口’，因此受外界有
害物质因素的影响较大。”

“肺癌的致病因素比较复杂，吸烟是
肺癌的主要风险因素，因肺癌死亡的患
者中 80%以上是由吸烟或被动吸烟引起
的。我们常说 3 个‘20’很重要——吸烟
20 年以上者，20 岁以前开始吸烟者以及
每天吸烟 20 支以上者，只要达到以上 3
条中任何一条，就很容易患肺癌。”刘喆
说，临床上将每天吸烟支数乘上吸烟年数
称为肺癌的吸烟指数，假如一个人每天平
均吸烟20支，且已有20年吸烟史，那么这
个人的吸烟指数就是400。如果一个人的
吸烟指数大于 400，则其患肺癌的概率为
不吸烟者的 7—20 倍，换言之，吸烟指数

大于400的人群属于患肺癌的高危人群。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吸烟危害健

康报告 2020》显示，2007—2017 年全球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至 19.2%，但 2018年
中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其中
男性吸烟率超过50.5%。

“研究发现，戒烟越早，健康获益越
大，寿命延长越多。”刘喆说，戒烟 5 年者
比一般吸烟者（每天 1 包）的肺癌死亡率
下降，或接近于不吸烟者的死亡率。戒烟
10 年者肺癌的发生率降至非吸烟者的平
均水平，因此控烟和戒烟是预防肺癌最有
效和主动的方式之一。

刘喆介绍，氡气体暴露是肺癌的第
二大风险因素，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
的主要致癌物质之一。此外，肺癌的风
险因素还包括：家族史和遗传因素，长
期接触二手烟、石棉、某些特殊金属

（如砷、铬、镉等）、某些有机物质、辐射、空
气污染、厨房油烟、汽车尾气等。

“预防肺癌，也要关注身边的空气质
量。”刘喆说，建议大家关注每日的空气质
量播报。例如，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天气里
要减少户外滞留时间，出行要佩戴颗粒物
防护口罩。同时，也要倍加关注室内污
染，做好家庭绿色装修，注意室内通风换
气，可选用室内空气净化装置，有效吸

附室内的有害颗粒物，减轻污染，改善
心肺功能，促进健康。

各省份高发癌种为何不同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在气候、环境、
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
异，因此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高发癌种。”刘
喆说，例如胃癌发病率在甘肃省和青海省
恶性肿瘤中排首位，“除遗传因素外，胃癌
及食管癌的发生主要与饮食习惯有关，比
如暴饮暴食、食物较硬、生冷饮食、辛辣刺
激类食物、腌制类食物等，容易刺激胃黏
膜或食管黏膜，导致上皮细胞发生不可逆
的突变，最终发展为癌症。”

在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
如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结
直肠癌、前列腺癌相对高发。“结直肠
癌、前列腺癌也被称为‘富癌’，它们在
欧美国家较为高发。”刘喆说，随着生活
条件的改善，部分地区居民的饮食结构
逐渐偏向于高脂饮食、高能量饮食，这
样容易导致结直肠癌、前列腺癌等癌症
高发，尤其在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区，
其发病顺位就会相对靠前。

不同性别癌症发病率存在一定差
异。报告指出，男性发病首位为肺癌，
其次为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和食管癌
等；女性发病首位为乳腺癌，其次为肺
癌、结直肠癌、甲状腺癌和胃癌等。近
10 年来，女性人群甲状腺癌的发病每年
增幅超过 20%，可能与当前恶性肿瘤诊
疗水平和居民健康意识提高有关。但
是，甲状腺癌的死亡率在过去 10年来维
持较低的增幅，每年增幅约 1.6%，说明
当前的发病增加可能与过度诊断有关。

“甲状腺癌大多发展缓慢且预后良
好，因此被称为‘懒癌’。”刘喆介绍，但仍
有小部分恶化程度高的分型不容易被精
准识别，在避免过度治疗的同时，也建议查
出甲状腺癌的患者多咨询正规大医院的
专科医师，遵医嘱选择恰当的治疗方式。

“对于女性群体来说，除了定期体
检，不乱用外源性雌激素，还要注意保
持平和愉悦的心情。”刘喆强调，乳腺
癌、甲状腺癌等女性高发的肿瘤与不良
情绪有关，预防癌症首先需要在平时保
持愉悦的心情、平和的心态，不能经常
抑郁或生气，同时注意锻炼身体，增强
自身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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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喆说，“合理膳食、适量运
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可以有效降低
癌症的发生。如果我们能保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坚持定期体检，及时处理好癌
前病变，很多恶性肿瘤是可防可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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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申奇） 近日，国家疾控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7部门联合印发 《全国地
方病防治巩固提升行动方案（2023-2025 年）》

（以下简称“方案”），对进一步巩固全国地方病
防治成果，持续落实地方病综合防治措施等
做出相应安排。

方案明确，各地要将地方病防治工作纳
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领
导、保障投入。

地方病作为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一旦
防治措施减弱或撤除，疾病容易卷土重来，
必须长期巩固、维持综合防治措施，才能从
源头预防控制地方病危害。

方案提出，到 2025 年底计划实现以下 7
项行动目标，包括持续消除碘缺乏危害、消
除大骨节病和克山病危害、消除燃煤污染型
地方性氟砷中毒危害、持续控制饮水型地方
性氟中毒危害、基本消除饮水型地方性砷中
毒危害、有效控制饮茶型地氟病危害、有效
控制水源性高碘危害。

健全防治监测评价体系是提高疾病发现
预警能力的关键。方案明确，要加大重点地
区和重点人群监测力度，定期开展重点地方
病流行状况调查，准确反映和预测地方病病
情和流行趋势。继续加强地方病信息化建
设，加强地方病信息管理，提高防治信息报
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同时，强化监测与防
治干预措施的有效衔接，加强监测管理和质
量控制，促进部门间信息的及时共享互通，
为完善防治策略提供技术支撑。

全国地方病防治

巩固提升行动方案印发

消化道肿瘤早期往往“悄无声息”，缺乏特异性症状。专
家建议，40岁以上人群至少要做一次消化道肿瘤筛查，医生
会根据检查结果全程管理和制定个体化诊疗方案。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趣运动 乐健康

春暖花开，近日多地举行趣味运动会，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让人们体验运动带来的快乐。
图①：4月10日，在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棠湖学校，学生们在趣味运动“旋风跑”项目中体验运动的快乐。

庄歌尔摄 （人民视觉）
图②：4月6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莲池公园，市民参加推铁圈趣味接力。 武志伟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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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恶性肿瘤已经成为严重威
胁国人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恶性肿瘤是一种慢性全身性疾
病，发展到发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医有“未病先治”的理念，意为在
肿瘤还没有生成、变成真正的疾病之
前，通过中医治疗改善体质，避免其
恶变成肿瘤。例如，各类癌前病变、
结节等，在没有完全形成肿瘤之前都
可以通过中医进行治疗。

中医认为，肿瘤跟脾、肾两个脏器
的功能异常关系比较密切，脾肾不足
之人免疫功能低下，会导致肿瘤的发
生、发展、复发、转移。因此，守住肾
精，疏肝健脾是中医防癌的重点。

哪些生活习惯会过分消耗肾精？
熬夜。睡眠是身体健康的保障，

充足、高效的睡眠能让人体受损的组
织和细胞得到修复，同时也能养精蓄
锐，而长期熬夜会过分消耗肾精。在
中医看来，睡好子午觉是关键，子时是
指 23 时到凌晨 1 时，午时是指中午 11
时到 13 时，这个阶段调整好睡眠能维
持阴阳平衡，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

饮食不节。即不遵循健康养生的
饮食原则。饮食应做到五味调和，荤
素搭配，进食要适量有度，定时按
需。中医学认为黑色入肾，可以适当
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如黑芝麻、黑
豆、桑葚、黑木耳等。此外，应注意饮
食不要贪咸。如果脾胃虚弱，消化不
良，不能产生足够的气血阴阳来补充
人体的生理功能，也可能诱发肿瘤。

逆来顺受、过分追求完美。逆来
顺受的人在受到外界压力后容易攻击
自己，导致过分消耗肾精；如果长期
怀有过分追求完美的心态，容易导致
自己的免疫、内分泌等各种功能紊
乱，毒素排不出去，容易诱发肿瘤。

肾精不足，可表现为没精神、睡
不好、发早白、夜尿多、腰背酸等。
如果肝气不舒，可能是肝气郁结，如
情绪低落、食欲不振、头涨头痛等，
也可能是肝火亢盛，如焦虑抑郁、脾
气暴躁、爱发火、睡眠不好等。

因此，预防癌症需从守护肾精、疏肝健脾做起，保
证睡眠充足、做到饮食有节、保持平和心态，方能固本
培元、扶正防病，拥有健康的人生。

（作者为北京中医医院肿瘤中心主任、北京中医医
院原副院长）

2016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种主要恶性肿瘤发病例数顺位（图中数
字代表各癌种在对应省份的发病例数顺位）。 图片来源：中华肿瘤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