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8月26
日电 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
380万，死亡人数约229万，
总体癌症发病率平均每年上
升3.9%左右，发病率及死亡
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癌症
已成为我国四大慢性病之
一，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健康。

最新发布的健康中国行
动将癌症防治行动列入防控
重大疾病板块，列出遏制癌症
发生率快速增长势头、提高生
存率的相关建议和举措。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副院长王绿化表示，肿瘤
防治以往多是专业领域在重
视。本次提出癌症防治行动
代表政府的重视，出台了系
统化顶层设计，明确了个人、
家庭、社会、政府协同推进的
实际行动，是我国进行癌症
防治的路线图和施工图。

关口前移
推动尽早防癌控癌

抗癌药零关税、医保谈
判、加快新药审批、加入基本
药物目录……近年来，为了
让患者用得起抗癌药物，国
家有关部门打出“天价药”降
价组合拳，不断加大对抗癌
药相关政策改革力度，保障
癌症患者的健康。

从影响健康因素的前端
入手，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

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从注重“治已病”向注重“治
未病”转变是健康中国行动
的一大亮点，癌症防治行动
同样着眼于预防，努力使每
个人都能够了解癌症防治必
备的核心健康知识与技能，
把“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
责任人”的理念落到实处。

预防为主
促进早筛早诊早治

“密切关注癌症危险信
号”“普遍开展癌症机会性筛
查”……面对严峻的局势，此
次健康中国行动针对癌症预
防、早期筛查及早诊早治等
方面给出有关建议。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癌症
是一种生活方式疾病，三分
之一的癌症完全可以预防。
吸烟、肥胖、缺少运动、不合
理膳食习惯、酗酒、压力、心
理紧张等都是癌症发生的危
险因素。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综合科副主任医师边志民
说，要尽早关注癌症预防，从
小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避
免接触烟草、酒精等致癌因
素，降低癌症的发生风险。

健康中国行动提出倡
议，个人应定期进行防癌体
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
院防癌科副主任张凯表示，

50岁以上的人群是绝大多
数恶性肿瘤的重点目标，应
首先对这些人就主要发病癌
症进行定期筛查，提高早诊
早治率。

正视癌症
规范治疗提升效果

如今，谈癌色变依然是
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多患者
不敢承认自己是癌症病人，
不去正规医院进行规范治
疗，反而寻求保健品、偏方等

“歪门邪道”。这导致临床工
作中经常遇到因前期治疗不
规范而导致病情发展更为严
重且复杂的病人。

何为规范化治疗？国家
卫健委发布的《癌症防治核
心信息及知识要点》指出，规
范化治疗根据癌症种类和疾
病分期来决定综合治疗方
案，是治愈癌症的基本保
障。《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
国行动的意见》提出，推广应
用常见癌症诊疗规范。

王绿化表示，应通过医
联体、远程会诊、在线学习等
手段提高基层卫生人才能
力。借助大数据等信息化手
段，加强医疗行业监管。同
时加强全民教育，提高对规
范化治疗的认识，建议患者
不要轻信保健品、偏方或虚
假广告，以免贻误治疗时机。

每年新发癌症病例380万

防癌控癌
我们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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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预防

健康学堂
日常保健

新华社伦敦8月 23日电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最新发布的
一项研究结果说，中年血压升高
可能会影响到数十年后的大脑
健康，这显示有必要在更早的阶
段加强监测血压。

该校学者领衔的团队长期
跟踪了502名志愿者的血压和
大脑健康状况。这些志愿者都
在1946年的同一周内出生。团
队对其中465人开展了脑部扫
描，用于评估大脑容量和脑部血
管受损情况，并在他们36岁、43
岁、53岁、60至 64岁期间、69
岁时分别测量血压情况。

结果显示，在受试人群中，
53岁时血压上升并在43岁至
53岁期间经历较快血压增幅，

与他们到70岁时出现脑部血
管损伤迹象或轻微中风存在关
联；43岁时血压上升并在36岁
至 43岁期间经历较显著血压
增幅，与年老后脑容量变小相
关。

研究报告已刊登在英国《柳
叶刀·神经学》杂志上。报告主
要作者、伦敦大学学院的乔纳
森·肖特教授说，这项研究揭示
了更多血压与大脑健康的复杂
关系，并且从中可以看出，30多
岁时的血压也会对数十年后的
脑部健康产生连锁效应。

研究人员表示，这意味着有
必要在进入中年以前就加强监
测血压，以便更好地预防相关疾
病发生。

中年血压升高
影响晚年大脑健康
进入中年以前就应加强监测血压

英国和伊朗科学家一项联
合研究发现，将阿司匹林、他汀
和两种降血压药物融为一体形
成的一种“四合一”廉价药物可
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研究人员 2011 年 2 月至
2013年4月在伊朗东北部100
多座偏远村庄招募大约 6800
人，把他们随机分为两组，其中
一半人服用四合一药物，同时
指导他们改善生活方式；对另
一半人只给予改善生活方式的
指导。

研究项目开始时，所有研究
对象都年满50岁。研究人员对
这些人随访5年后发现，服用四
合一药物的人中，出现严重心血

管疾病发作情况的比例是大约
5.9%；在不服用药物、只接受生
活方式指导的人中，这一比例为
8.8%。

英国广播公司23日报道，
服用这种药物每天只需花费

“几便士”（约合几角人民币）。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药物尤其
适用于医疗条件落后的国家和
地区。

参与研究的伊朗伊斯法罕
医科大学博士尼拉尔·萨拉夫扎
德甘说：“鉴于这种药物买得起，
用它改善心血管健康有相当大
潜力。”

研究报告由英国《柳叶刀》
杂志发表。 （新华社微特稿)

一种药物可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
该药物廉价 尤其适用于医疗条件落后的地区

不少人相信保持乐观心态
有助身心健康。美国一项最
新研究显示，乐观确实助人长
寿。

由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牵头
的研究小组分析来自“护士健康
研究”和“退伍军人事务规范性
老龄化研究”的数据。前一项研
究涉及近7万名58岁至86岁女
性，随访时间为10年；后一项研
究涉及1429名41岁至90岁男
性，随访时间为30年。研究开
始时，研究对象填写调查问卷，
以便研究人员评估他们的乐观
程度。研究期间，一些研究对象
去世。

剔除社会经济地位、健康
状况、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因

素，研究人员发现，女性研究对
象中，乐观程度最高群体比乐
观程度最低群体寿命平均长
14.9%；男性中，乐观程度最高
群体比最低群体寿命平均长
10.9%。另外，乐观还助人“特
别长寿”，即至少活到 85 岁。
数据显示，特别乐观女性至少
活到85岁的几率高出50%，特
别乐观男性至少活到85岁的
几率高出70%。

研究报告26日由美国《国
家科学院学报》月刊刊载。研究
人员说：“就公共健康而言，这项
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表明乐观
是如此重要的社会心理财富，具
有延长寿命的潜力。”

（新华社微特稿)

研究显示乐观确实助人长寿
乐观程度最高群体比最低群体平均长寿14.9%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
为，宿主能与病毒开展“持久
战”，依靠的只是免疫功能这
一“攻防系统”。中国工程院
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
团队研究发现，免疫系统却
并非抗病毒的唯一“攻防系
统”，宿主细胞还可以通过表
观修饰调控基因表达和代谢
状态抵御病毒。相关论文
23日在线发表在《科学》杂
志上。

“我们发现，不依赖天
然免疫的方式，细胞也能够
抵御病毒感染。”曹雪涛表
示，病毒—宿主间的博弈，
以及互作过程比已经发现
的复杂。宿主细胞可以通
过多种方式方法抵御病毒

感染，天然免疫功能促成干
扰素的产生是其中一种方
式，这种方式目前研究得相
对透彻，但此前对于宿主细
胞能否通过不依赖天然免
疫的途径抵御病毒了解不
清。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中国医
学科学院医学与健康科技创
新工程资助下，曹雪涛与中
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
所免疫学系博士生刘洋等，
通过一系列的体外功能筛选
与体内实验，发现RNA去
甲基化酶ALKBH5具有广
泛促进不同类型病毒复制的
作用，进一步通过生化与分
子生物技术分析鉴定出了

ALKBH5主要通过调控宿
主细胞的代谢状态发挥其作
用。

最终证实，宿主细胞一
旦被病毒感染，就会抑制去
甲基化酶ALKBH5活性，使
得相关分子的RNA甲基化
增强，进而被识别降解，从而
改变细胞代谢状态和降低代
谢物衣康酸产生，最终抑制
了病毒复制。

这一发现体现了细胞御
敌的“内外兼修”战略，以全
新的视角，提出了宿主细胞
主动应对病毒感染、通过表
观修饰与代谢重塑交叉调控
机制抑制病毒复制的新观
点。

（据人民网）

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团队发现：

人体有两套抗病毒“攻防系统”

医学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