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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疾控优势推进癌症防控 

吴静 

今年 4月 15～21 日是第 26 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也是加强公众癌症防控

意识的重要时机。本次宣传周主题是“癌症防治共同行动”，倡导政府、社会、

个人积极行动起来，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癌症防控支持性环境。 

为什么说癌症防控非常重要？ 

癌症是全人类的公敌，可以导致劳动力人口损失、家庭因病致贫返贫，影响

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所(WHO IARC)的估算，

2018 年全球新发各类癌症患者超过 1800 万，死亡 950 多万。我国每年新发癌症

病例超过 350 万，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018 年我国癌症总死亡率为

183.89/10 万，死亡病例约 255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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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前三位为肺癌、肝

癌与胃癌，占所有癌症死亡的 56.75%。近年来，肺癌、乳腺癌及结直肠癌等发

病呈显著上升趋势，肝癌、胃癌及食管癌等发病率仍居高不下，癌症防控形势非

常严峻。 

癌症是可防可控的。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癌症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三分之

一的癌症完全可以预防；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通过早期发现得到根治；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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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

癌症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的身心痛苦和经济负担，提高生命质量，要尽早关注癌症

预防，从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接触致癌因素，降低癌症的发生风险。 

国际上很多研究与实践经验已经表明，采取积极的预防策略和措施对于降低

癌症的发病和死亡具有显著效果。美国近三十年癌症发病和死亡连续分析显示，



虽然癌症的新发病例数量不断上升，但死亡病例数量呈下降趋势，专家估计自

1991 年以来癌症死亡人数减少了约 290 万，主要归因于吸烟的减少以及肺癌死

亡率下降，并且它们的贡献率还在不断增加。 

中国的癌症防控策略有何特点？ 

我们国家一直非常重视癌症防控。2012 年出台了《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

划(2012-2015 年)》，2015 年专门印发《中国癌症防治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

年）》，2016 年发布《“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确定了癌症防治的目标任务；

同年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提出要提高总体癌

症 5 年生存率。2019 年 6 月国家启动健康中国行动，随后又专门针对癌症制定

了行动专项，即《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2019—2022 年）》。从

系列文件出台的频率、力度可以看出，癌症防控已经上升到国家健康战略地位。 

从这些已出台的文件可以看出，在癌症防控中越来越强调全方位整体推进，

也越来越强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特别是癌症防治实施方案提出的八项主要行

动中，第一个就是“危险因素控制行动”：不但强调健康知识普及和健康行为形

成，而且强调打造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这也正是各级疾控中心慢性病防控的核

心任务。 

疾控中心开展癌症预防的优势 

癌症预防一直是全国疾控系统慢性病防控的重点，而且疾控机构在落实国家

预防为主的要求方面具有自身优势。 

首先是监测系统优势。特别是自 2013 年起，以疾病监测系统和全国生命登

记系统为基础，整合形成更加完善的综合死因报告系统，数据不但具有全国代表

性，而且具有很好的省级代表性，成为重要的决策参考。 

二是综合研究优势。几十年来疾控中心开展了一系列从实验室到人群的综合

研究，内容覆盖：各种病原与癌症、职业与癌症、环境与癌症、营养与癌症、烟

草及其他生活方式与癌症等，并且不断把研究成果应用到实践中。 

三是现场项目优势。比如在淮河流域重点地区开展了十多年的综合防控，建

立起覆盖 1800 多万人群的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系统，采取一揽子癌症综合防控



措施，包括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干预、专业人员能力培养、乙肝疫苗推广、饮用

水和环境改善等，使得过去局部癌症高发的态势已经得到控制。 

四是一级预防优势。近年来以人群为基础加强烟草控制、扩大适宜疫苗接种，

还开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推动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打造防癌抗癌

职业场所等，研发了一系列癌症防控的宣教、科普等材料和适宜工具。 

发挥疾控优势加强癌症防控的建议 

当前癌症防控的总体目标已经非常明确：“到 2022 年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上

升趋势得到遏制，总体癌症 5年生存率比 2015 年提高 3 个百分点”，任务非常艰

巨、时间非常紧迫，关键就是要进一步做到关口前移，预防为主。为了进一步发

挥疾控优势加强癌症防控，针对目前存在的短板，特提出以下几条具体建议： 

一、在国家层面加强对癌症预防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力证都强调预

防是癌症防控最经济有效的方法，甚至以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非临床治疗手段

也获得更多关注，比如减盐可能预防胃癌、适量运动有助于预防癌症等。但针对

癌症预防的科学研究力度仍不够大，建议国家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能够

给与更多支持，鼓励基于个体风险评估的精准预防研究、随机对照研究、大规模

队列研究等。 

二、在国家层面采取措施加强疾控机构发挥癌症防控作用。充分运用现有的

国家、省、市、县疾控机构组织体系，强化各级疾控工作人员以大数据分析为基

础的癌症防控知识和综合技能培训；鼓励疾控机构联合临床人员共同组成当地癌

症防控技术中心，建设复合型癌症防控团队，针对性研究制定符合当地特点的癌

症防控方案、技术路径和指南；建设一批以癌症防控为特色的慢性病健康管理示

范机构，推动一批研究成果转化和推广平台建设，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的癌症预

防服务。 

三、在国家层面更大范围推广已经取得的经验。发动群众参与一直是我们工

作的法宝。对于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局部地区经验可以推广到更多地区，比如淮

河流域癌症综合防控、河南林县癌症防控等；对于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措施可以

给与医保政策支持或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还可以探索引入健康险，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还要利用信息技术不断改善监测系统，使其能够更加灵敏的对这些措

施和项目进行及时评估。 

四、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提高对癌症预防的认识，争取更多更广泛

的国内外支持。探索开展基于移动技术的高危人群干预技术和精细化管理预防癌

症，发挥其在产业转型中的牵引作用。通过癌症预防减少因癌致贫、因癌返贫，

推动健康扶贫目标的实现。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在癌症预防方面与国际分

享中国智慧，参与更多国际标准与规范的制定，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的大

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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