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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防治全面行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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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潇雨 崔芳
特约记者 张晓丹

从早癌筛查体检提示、日常保健
小窍门分享，到典型病例分析警示、健
康生活方式倡导，越来越多的医生开
始加入防癌科普的行列。从文字视
频、线上直播，到线下义诊、脱口秀舞
台，近年来，防癌科普的形式也在日益
丰富。如何让更多公众愿意听，听得
懂，做得到？医生们在临床工作中摸
索经验，社会组织也在尝试整合力
量。新时代的防癌科普，正汇入更多
力量。

车旭和他的科普视频

最近，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深圳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车旭接诊了
早期胰腺癌患者王先生。

王先生在刷手机的时候，看到了
车旭团队的科普视频。“有哪些症状要
小心？4句口诀要牢记……”在这个
视频中，车旭详细地介绍了胰腺癌的
一些早期症状，并与其他疾病做了对
比。王先生观看时，将自己的一些症
状对上了号，于是赶快挂号到院检
查，结果，确实发现胰腺上有个早期病
变。现在，王先生经过手术治疗已经
痊愈了。患者因为自己的科普而得到
早诊早治，让车旭倍感欣慰。

胰腺脏器非常隐蔽，病变不易被
发现，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很多患者临

床确诊时已到中晚期，失去了手术根
治的机会，从确诊到生命结束往往只
有几个月时间。因此，胰腺癌被称为

“癌王”。有数据显示，晚期胰腺癌患
者5年总体生存率只有2%～9%，但
如果能早期发现治疗，5年生存率则
可提升至20%。

为了给患者多争取一线希望，车
旭觉得多做科普势在必行，但怎么做
是个问题。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兴
起、普及，刷短视频成为不少人的爱
好，能不能让防治癌症的科普占领这
个阵地？抱着这一想法，车旭制作了
一组系列视频，覆盖了自己专业涉及
的主要癌种。其中，他特别强调了预
防、防癌体检、早筛早诊的重要性。

在征得患者同意的前提下，这组
视频还分享了一些警示病例。“昨天接
诊了一位40多岁的男性晚期肝癌患
者，肿瘤达到了13厘米，同时合并了
癌栓，非常可惜。”车旭坐在镜头前回
述，“去年他做的彩超检查显示肝脏已
有多发结节了，最大的有1厘米左右、
边界不清，应该赶快做增强CT核磁
检查，但是因为当时家里有事，又没有
症状，他就把事情忽略了。按照肝癌
通常每3～6月增长1倍的生长速度
来推算，那时候的结节可能已经癌变
了。如果当时就诊断治疗的话，效果
会非常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
训，大家一定要当心。”

临床工作中，车旭发现，太多人对
肝胆胰相关疾病的认知存在误区。“看
到这些患者时感觉很痛心，他们很多
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等途径来预
防疾病的。”他举例说，乙肝病毒携带

者可以通过治疗乙肝并定期复查，极
大降低肝癌的发病率。“我做科普视
频，是想呼吁大家更重视自己的健康，
少一些追悔莫及。”车旭说。

当好公众的“翻译”

“除了酒精伤肝，果糖对肝脏的伤
害也不可小视……”

“恶性肿瘤为什么这么难治？
今天我用 3 个鸡蛋给大家做个比
喻……”

“这个病是可以治的，但你要配
合先把烟戒了，不能抽烟了，这很重
要……”

车旭和同事们制作的短视频，瞄
准的都是网友们关心的话题，既专业
又通俗有趣，频频被粉丝夸赞。对此，
车旭说，让网友想看、爱看、用得上，是
他们做科普的目标。

每天查房时，车旭和团队会特别
留意患者关注的问题，并且定期组织
大家头脑风暴，一起讨论近期遇到的
特殊的、有意思的、很典型的、有教育
意义的病例以及常见误区等，优中选
优，再转变成文案，进行视频拍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动作，
养肝又护肝，在家就能做，每天花几
分钟敲敲打打，坚持上一个月，你就
会发现口干舌燥及口臭的问题就缓
解了……”出镜的年轻医生谢云亮示
范着动作。

多数情况下，车旭是出镜专家，而
从出选题、写文案、拍摄到制作视频、

发送视频、回答网友提问等，几乎都是
由科室的年轻医生完成。车旭发现，
在这个过程中，年轻医生更了解科室
诊疗的疾病了，写作和沟通能力也大
幅提升。

2021年5月20日，车旭团队发出
了第一条视频号，截至目前，已经生产
了350条内容，粉丝量也在上升。“我
们刚开始不会做科普，都是照本宣科，
网友根本不感兴趣，有的反馈说不理
解。后来，我们把这些知识用大白话

‘翻译’过来。”车旭坦言，怕“翻译”不
到位，他们会先跟家人或者其他行业
的朋友讲，让他们指出哪里不理解、怎
么表达更好，直到对方完全听明白。
经过这样的打磨，科普视频逐渐赢得
了粉丝的心。“我们要继续积极跟网友
互动，不断改进和优化科普视频内
容。”车旭说。

“科普一定要来源于生活，用大家
喜闻乐见的形式，真真切切能帮到百
姓；传播的知识要让百姓听得懂，提出
的方案让百姓能执行。”车旭期待更多
的同行发挥专业优势，利用新媒体和
社交网络等平台，有方法、有技巧地与
更多的患者和公众直接交流，及时回应
他们的问题，积极参与健康教育活动。

用专业点燃更多人的希望

时下，打开不少大医院的公众号、
视频号，其科普内容动辄获得10万＋
的阅读量。成就这些优质科普作品
的，是医院里的一支支宣传团队。他

们懂医学、善沟通，用慧眼识别科技科
普选题，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络。在这些

“新闻官”的努力下，医院微信公众号
推送的科普文章创意满满，原创的文
章、图片、漫画既实用又有趣，还不乏
跨界合作……与此同时，为做好医学
科普，专业人士在联动更多社会力量。

“公众需要的不光是知识，还要知
道有专业知识的人在真心地帮助他。”
防癌科普作家、美国杜克大学癌症生
物学博士李治中（笔名菠萝）这样理
解。作为拾玉儿童公益基金会的秘书
长，他和团队运营着“向日葵儿童”公
益科普项目，从2015年开始，聚焦满
足患儿家庭的科普需求，先后搭建了
专业科普网站、公众号、小程序等一系
列平台。

目前，在23家儿童肿瘤科室的支
持下，“向日葵儿童”和中国抗癌协会
联手挂牌“小儿肿瘤科普教育基地”，
和医护人员共创科普内容，为患儿家
长开办定期的科普和分享交流活动，
鼓励更多家庭坚持治疗。

据介绍，目前，“向日葵儿童”已有
接近2万名注册登记的志愿者，其中
80%是本科及以上学历，30%有生物
医学背景。他们一起完成文献编译、
故事采编、自媒体运营、患儿家庭陪
伴、志愿者社群维护等工作，从2022
年开始开发在线系列直播课，为刚确
诊、治疗中或治疗后的家庭提供线上
咨询答疑。

和所有投身防癌抗癌科普的同
道一样，李治中期盼着更多的专业人
士、社会力量能加入这个心向阳光的
队伍。

防癌科普，正汇入更多力量

□罗志华（医务工作者）

近日，有医疗类自媒体发文，
介绍世界首例被报道的新生儿足
部皮肤缺血坏死病例。从该自媒
体发布的图片看，新生儿整只左脚
缺血坏死、肿胀、呈深紫色，脚心

处皮肤外翻，露出暗红灰色肌肉，场面
骇人。文中虽强调此病例罕见，但不少
网友仍表示“目不忍睹”。

这些文章和图片具有较高的学术
价值，是医学同行之间相互交流、医学
生学习的好材料。假如将这些图片拿
到医疗学术厅或医学生课堂里展示、播
放，不仅恰当，而且值得提倡。但作为
公共产品进行全网传播，就是放错了地
方，自然会引起公众的不适和反感。

这类事例并不少见。一些医生喜
欢在微信朋友圈和自媒体上晒疑难疾

病的治疗过程，常常会附上一些人体
肉体组织或病理组织的图片。甚至有
的医疗机构自媒体也加入晒的行列。
近日，有一家医疗机构的视频号发布
胸腹腔镜食管癌根治术视频，全程记
录操作过程，手术细节尽收眼底，并用
特写镜头展示切除下来的肿瘤。对
此，一位网友留言说：“麻烦打个码，并
不想看得这么仔细。”

记录和积累临床上的典型病例，
是医生提高诊疗能力和水平的一个有
效途径。但这些资料在网络公共空间

进行展示和传播，既不会起到医学科
普的作用，还可能存在暴露患者隐私
的风险，更会给公众带来视觉和心理
感受的不适，甚至厌恶和反感。

医生对此类诊疗过程中的“血腥
画面”自然是习以为常，但只要是面向
社会大众传播的，就应该顾及普通公
众的观感，给予体谅和尊重，而不能想
当然地认为“这有什么可怕的”。近些
年，许多医疗类自媒体在传播卫生健
康知识、提高公众健康素养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但一些骇人场景的发

布所引起的公众不适提示，医疗
类自媒体从业者在新闻伦理、医
学伦理方面还有许多课要补；相
关的规范也应当尽快出台，为医
疗类自媒体信息发布立好规矩。

须提防的是，过于机械地理
解和运用专业知识，可能导致医
患之间出现巨大的交流鸿沟。为
了避免出现这类现象，医务人员
要站在患者和普通民众的角度，
感同身受地理解和思考一些医疗
问题。医疗自媒体要根据自身定
位，兼顾到不同群众的感受，对于
不适合大众观看的图片和视频，
至少要加以处理，并尽到提醒的
义务。网络平台也应以医学人文
和新闻伦理为原则，强化内容监
管，帮助普通受众过滤掉他们不
适宜观看的图片和视频。

医疗自媒体发文别忽视了公众感受

□张涛（公务员）

近来，多地调低职工医保单
位缴费率。其中，上海市由原来
的10.5%调整至10%，江苏省南京
市由 8.8%下调至 7.8%，河南省洛
阳市由 7.5%降至 6.5%。一些参
保者担心：降费率会不会影响待
遇？对此，专业人士指出，这不会
影响参保人员的医保待遇。

下调医保单位缴费率，并非
随意性的“想调就调”，而是有着
严密的制度设计。医疗保险的原
则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
余。2009 年，《关于进一步加强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意

见》明确指出，除一次性预缴基本医疗
保险费外，统筹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原则上应控
制在 6～9 个月平均支付水平。这是
因为，结余过多，会造成基金沉淀，影
响使用效率；结余不足，会带来收不抵
支的风险，影响待遇落实。

《指导意见》还提到，统筹基金收
入增幅明显高于支出增幅，连续2年处
于结余过多状态的，可阶段性降低基

本医疗保险筹资比例或适当提高参保
人员医疗保险待遇水平。多地下调医
保单位缴费率，就是基于这一要求。
比如，今年1月，江苏省政府印发《关于
推动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若干政策
措施》就提到，允许职工医保统筹基金
备付月份在15个月及以上的地区，根
据待遇清单规定，经批准后可阶段性
适当降低职工医保单位缴费率。

下调医保单位缴费率是加强医保

基金管理的内在要求。在刚刚告别3
年疫情的当下，此举更是给企业纾困
解难，促进经济复苏的有力举措。以
南京为例，此次调整预计全年为参保
单位减负约29亿元，这将推动企业减
负降本、轻装上阵。

至于降低费率影响参保人员医保
待遇的担心，也大可不必。一方面，

《2022 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
报》显示，2022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含生育保险）总收入、总支出分
别为 30697.72 亿元、24431.72 亿
元，年末基金累计结存 42540.73
亿元。因此，医保基金有能力保
证在让利之后并不削减职工医保
待遇。

另一方面，缴费和待遇是医保
制度运行的两个环节。不论医保
单位缴费率如何调整，有关部门都
会按照门诊统筹报销、医保药品
目录等规定为参保者落实待遇。

理性看待“下调医保单位缴费率”

在网络公共空间传播一
些“血腥”的医疗场景，既不
会起到医学科普的作用，还
可能存在暴露患者隐私的风
险，更会给公众带来不好的
心理感受。川渝共同研讨

肿瘤防控策略

本报讯 （特约记者熊志翔 程
风敏 通讯员刘春燕）近日，首届川渝
肿瘤防控大会在重庆市召开。会议由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四川省卫生健康
委联合主办，以“推动川渝融合发展
助力健康中国行动”为主题。

会议总结了川渝地区癌症防控
工作取得的新进展，并分享了各地防
控工作实践，系统阐述了2023年川
渝肿瘤防控规划和重点目标。与会
专家围绕肿瘤登记、癌症筛查、规范
诊疗、康复管理、人工智能以及大数
据应用等多领域，总结肿瘤防控的进
展和热点，探讨川渝地区肿瘤防控具
体策略与有效措施，为推进川渝卫生
健康一体化协同创新高质量发展建
言献策。

首届中国医学影像
融合创新大会召开

本报讯 （特约记者程守勤 通
讯员王倩）4月16日，为期2天的第一
届中国医学影像融合创新与发展大会
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来自国内外放
射学、核医学、超声医学、介入医学等
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南京，共同探讨
学科融合发展的新机遇，展示最新学
术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院协会
医学影像中心分会主任委员、东南大
学附属中大医院院长滕皋军教授介
绍，放射学、超声医学、核医学和介入
放射学是医学影像学的 4个重要学
科。第一届中国医学影像融合创新
与发展大会，围绕医学影像融合创新
与发展、PET/MR学科建设与发展、
影像人工智能与转化、影像质量与发
展、医学影像中心管理多个主题，提
供了一个高水平学术和精细化管理
交流平台。大会由中国医院协会医学
影像中心分会主办，东南大学附属中
大医院、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
院承办。

北京肿瘤登记年报
发布

本报讯 （记者王潇雨 特约记
者管九苹）近日，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
办公室出版《2022 北京肿瘤登记年
报》。《年报》显示，北京市恶性肿瘤发
病率逐渐升高，死亡率呈现下降趋势；
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呈现明显的性别
差异。

《年报》汇总了2019年北京市16
个辖区1387万户籍人口的肿瘤登记
数据。《年报》显示，2019年，北京市恶
性肿瘤发病率为419.97/10万，10年
间年均变化百分比为2.54%，呈上升趋
势，尤其是甲状腺癌和结直肠癌发病率
增长较为明显；死亡率为197.24/10万，
10年间年均变化百分比为-1.42%，呈
下降趋势。

从性别上看，在恶性肿瘤死亡方
面，无论男性和女性首位均为肺癌，
其次是结直肠癌。男性恶性肿瘤死
亡第3至5位分别为肝癌、胃癌和食
管癌，女性分别为乳腺癌、胰腺癌和
胃癌。此外，北京市恶性肿瘤年龄别
发病率自20～24岁由于甲状腺癌的
拉升开始上升，于 80～84岁达到高
峰；恶性肿瘤年龄别死亡率自40～44
岁开始上升，在85岁及以上年龄组达
到高峰。

冬眠熊启发
预防深静脉血栓新思路

新华社北京4月 15日电 长途
旅行时久坐不动会有深静脉血栓风
险，冬眠的熊为什么一睡几个月却没
有这种困扰？一个欧洲科研团队通过
对野生棕熊的研究发现，冬眠期间棕
熊体内一种促进凝血的蛋白质水平会
下降。

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科学》杂
志上报告说，该蛋白质名为“热休克蛋
白47”，简称HSP47，身体长期不动时
会下调其产量，抑制血栓形成。他们
发现这种保护机制在棕熊、人类、小鼠
和猪体内都存在，说明它可能是哺乳
动物共有的。

深静脉血栓是在身体内部静脉
中出现的血凝块，严重时血栓会脱落
并移动到肺部，阻塞血流形成肺栓
塞，危及生命。由于疾病、外伤等原
因突然处于活动受限状态的患者容
易产生深静脉血栓，利用HSP47 相
关机制进行干预，有望降低血栓发生
率和死亡风险。

德国慕尼黑大学等机构科研人员
与北欧同行合作，对斯堪的纳维亚地
区的13头野生棕熊进行跟踪调查，分
别在冬眠期间和夏季活跃期间取血样
分析，发现冬眠时棕熊血液里的
HSP47水平明显较低。该蛋白质会
促使凝血酶与血小板结合，并激活免
疫细胞，促使其产生大量的“中性粒细
胞胞外诱捕网”。后者是一种网状结
构，对血栓形成有重要作用。

研究还发现，长期卧床者发生深
静脉血栓的风险与普通人相当，这是
因为身体相应下调了HSP47产量，使
活动受限初期出现的血栓性静脉炎趋
势得以逆转。分析显示，因脊髓受伤
而长期活动受限的患者体内该蛋白质
较少，健康志愿者在卧床27天后该蛋
白质水平也显著下降。

你们奔跑
我们护航

4 月 16 日，2023
郑开马拉松赛在河南
省郑州市郑开大道鸣
枪开跑。赛事组委会
在赛道上设置了多个
医疗点、救护站、喷淋
设施，并配有医护人
员、志愿者等，为跑者
提供高标准、有特色
的医疗保障。

本报记者李季
通讯员王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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