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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何时消除？
我国每年约有10万名女性确诊
目前九价HPV疫苗“一针难求”

“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
巢癌是女性发病率较高的三种
妇科恶性肿瘤。其中，宫颈癌
是所有癌症中唯一病因学明
确、唯一可以预防、唯一可能基
本消灭的癌症。”哈尔滨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主任谭
文华说，它的主要致病原因是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
持续感染，这就决定了消除宫
颈癌的可实现性。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结果
显示，2020年的全球宫颈癌新
发病例约60万例。世界卫生
组织2020年发布的《加速消除

宫颈癌全球战略》宣告，全球
194个国家将携手在2030年
实现这些目标：90%的女孩在
15岁前完成HPV疫苗接种；
70%的妇女在35岁和45岁之
前接受高效检测方法筛查；
90%确诊宫颈疾病的妇女得
到治疗。

我国每年约有10万名女性
新发宫颈癌。作为宫颈癌负担
大国，我国出台防治策略是对
世界卫生组织消除宫颈癌倡议
的积极响应。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党委书记、二级教授华克勤介

绍，宫颈癌防治主要包括三级
体系：接种疫苗、定期筛查、尽
早治疗。这三种方法推广普
及、应用得当，可以有效降低宫
颈癌的发病率和致死率。

接种HPV疫苗是预防宫
颈癌的有效手段之一。据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罗超介绍，
目前适龄女性可以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提前预约接种二价、
四价、九价HPV疫苗。此外，
宫颈癌的早期筛查同样至关重
要，近年来相关医疗技术取得
显著进步。

“到2025年，试点推广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服务；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率达到
50%；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者治疗率达到90%。”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十部门
联合印发《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提出加速消除宫颈癌的主要
目标。

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宫颈癌是全球女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消除宫颈
癌，还存在哪些短板？记者对此进行调查。

2020年8月1日，一针HPV
疫苗被缓缓注射进鄂尔多斯准
格尔旗一个14岁少女的手臂，
准格尔旗成为第一个由政府免
费给全体中学女生接种HPV疫
苗的县级地区。

近年来，全国多地逐步推
进适龄女性HPV疫苗普遍接种
策略，目前已有内蒙古鄂尔多
斯、江苏连云港、山东济南、福
建厦门、四川成都等地启动二
价HPV疫苗免费或补贴接种计
划，越来越多适龄女性可以免
费接种HPV疫苗。

加强女性自我保健意识，
主动接种疫苗、定期检查，是预
防宫颈癌的“第一道防线”。专
家认为，HPV疫苗的最佳接种
时间是“第一次性生活前”，接
种疫苗仍是最经济有效的预防

方法。
记者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

《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
（2023-2030年）》强调，要强化
政府部门、媒体及其他社会团体
的合作，推动建立多元化的资金
筹措机制，集中各方力量推进宫
颈癌防治事业，动员全社会支持
和参与宫颈癌消除工作。

罗超建议，可通过基金会、
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社会力
量多方合作，通过推进疫苗接
种与早期筛查来实现消除宫
颈癌。

与此同时，防治协作网的
建立与更好的筛查方法的应用
正在为“早发现早治疗”赋能。
2021年，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
医院发起的“红房子宫颈癌防
治协作组”正式成立，35家协作

单位通过线上的形式加入协作
组。华克勤介绍，依托该平台，
各家单位将携手建立高质量全
流程宫颈癌防治协作网，进一
步提升本地本单位的宫颈癌防
治能力。

此外，地方宫颈癌综合诊
治中心的成立，为宫颈癌多学
科诊疗和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建
设夯实了基础。比如去年成立
的上海市宫颈癌综合诊治中
心，通过完善诊疗体系建设，进
一步提升宫颈癌诊疗能力。

医务人员诊疗水平的提升
也是消除宫颈癌的必要条件。
谭文华建议，在早诊早治基础
上，将医疗人才专项培训与新
治疗方式应用相结合，集各方
力量努力让宫颈癌成为人类第
一个全面消除的恶性肿瘤。

业内人士指出，我国在消
除宫颈癌的道路上仍面临诸多
挑战，包括人口基数大、宫颈癌
防治意识不强、区域经济与卫
生发展水平不平衡、预防与治
疗条件有限等。

记者调查了解到，相对于
城市，宫颈癌在农村地区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仍然较高；同时，
欠发达地区的相关数据也要高
于发达地区。

“一针难求”是接种九价
HPV疫苗时面临的普遍问题。
多位受访人士介绍，二价国产
疫苗在预约后等待时间约为一
到两个月，而四价、九价疫苗为
进口疫苗，供应不够稳定，等待
时间更长，有的长达半年之久。

“四价疫苗价格为798元，

九价疫苗为1298元，还有接种
费一次16元。三针接种下来，
对一些女性来说是不小的负
担。”哈尔滨市一家社区卫生中
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除接种疫苗外，定期筛查
也很重要。据了解，由于我国
一些地区大规模筛查产品和技
术相对落后，基层服务能力有
限，宫颈癌筛查普及率仍然
不高。

“不少女性认为打过疫苗
就不需要做筛查了，这是不对
的。”华克勤指出，九价疫苗针
对的是 HPV6、HPV11等九
种亚型，能预防约92%的宫颈
癌，但还有部分病毒没有覆盖
到，且不能保证接种人员在注
射前都未感染过HPV病毒，因

此定期筛查仍然十分必要。
“受制于重视程度不足、

专业人才短缺，当前基层宫颈
癌防治的宣传科普仍然不够，
很多人入院治疗时已经是晚
期。”谭文华说，如果早期症状
没有引起足够警觉，任由病情
发展恶化，后果包括切除子
宫、切除卵巢输卵管等，甚至
危及生命。

“宫颈癌需要早发现早治
疗，这对我国当前医疗体系
来说依然任重道远。”华克勤
指出，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基
层医院专业人才紧缺、关键
设备数量不足，再加上一些
医务人员对宫颈癌治疗规范
性不足，会对实际防治效果
产生影响。

消除宫颈癌仍面临诸多挑战

我国每年约有10万名女性新发宫颈癌

多管齐下促“全面消除”

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
全球包括乳腺癌在内的癌症
新发病例数逐年增加，引起
人们关注。导致癌症的原因
是什么？癌症治疗的方向在
哪里？

世界卫生组织将癌症定
义为一组可影响身体任何部
位的多种疾病的通称，其另外
的术语是恶性肿瘤和赘生物。
它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异常
细胞快速生成，这些细胞超越
其通常边界生长，并侵袭身体
的邻近部位和扩散到其他器
官，后者被称为转移。

世卫组织数据显示，癌
症是全球主要致死疾病之
一，2020年导致近1000万人
死亡，其中导致死亡人数最
多的癌症是肺癌（180万例）、
结肠和直肠癌（91.6万例）以
及肝癌（83万例）。就发病率
而言，2020年全球乳腺癌新
发病例高达226万例，是全球
最高发的癌症，肺癌以221万
例排名第二。

随着全球人口增长和预
期寿命增加，癌症将变得更
常见。世卫组织表示，预计
未来几十年癌症新发病例数
将大幅增加，到2040年全球
新发病例数将比2020年增加
近五成。

关于导致癌症的原因，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指出，
癌症是一种基因疾病——— 它
是由控制我们细胞功能的基
因发生变异引起的。导致癌
症的基因变异会出现的原因
有多种，例如细胞分裂时发
生错误、有害环境条件如烟
草中的化学物质或者太阳紫
外 线 导 致 脱 氧 核 糖 核 酸
（DNA）破坏，以及父母遗传
等。身体通常会在细胞癌变
之前自动清除受损细胞，但
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能力会
下降，这就是晚年患癌风险
更高的部分原因。

从正常细胞发展到癌细
胞通常需要十几年到几十年
的时间，是一个多因素、多阶
段、复杂渐进的过程。癌细胞
与正常细胞不同，有无限增
殖、可转化和易转移等特点。
一些癌细胞需要与正常细胞
不同的营养物质支持其生长，
研究人员利用这些特性开发
针对癌细胞的疗法，例如一些
疗法就通过剥夺癌细胞所需
的营养物质阻止其生长。

世卫组织认为，癌症源

于正常细胞转变为癌细胞的
多阶段过程。这些变化是一
个人的遗传因素与3种外部
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3种外
部因素包括紫外线和电离辐
射等物理致癌物，石棉、烟草
烟雾、酒精、黄曲霉素和砷等
化学致癌物，以及病毒、细菌
或寄生虫等生物致癌物。

就外部因素而言，英国
医学期刊《柳叶刀》去年8月
发表的关于2019年全球疾
病、伤害和危险因素负担的
最新研究成果指出，包括吸
烟、饮酒在内的多种风险因
素在2019年造成了全球445
万例癌症死亡（约占当年所
有癌症死亡人数的44.4%），
其中排名最前的风险因素是
吸烟、饮酒和高身体质量指
数（BMI）。

世卫组织也提醒公众，
约三分之一的癌症死亡是由
吸烟、身体质量指数过高、水
果和蔬菜摄入量过低、缺乏
体育锻炼及饮酒造成的，其
中吸烟是最重要的癌症风险
因素。因此，不吸烟、经常锻
炼、健康饮食、避免过度饮
酒，都是有效的癌症预防
方法。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
30%-50%的癌症可通过避
免风险因素等得到预防。此
外，如能得到早期诊断和适
当治疗，许多癌症治愈的可
能性很高。

人们对癌症的认知不断
深入和拓展，也为开发出更
高效的早筛检测和治疗方案
铺平道路。2020年2月，一项
由来自37个国家的1300多名
科学家合作开展的名为“泛
癌症计划”的大型国际合作
项目，分析了38种不同类型
肿瘤的2658个全基因组，为
癌症研究获取了丰富的基因
数据。相关成果以20多篇系
列报告的形式发表在《自然》
杂志及子刊上。

参与该项目的英国惠康
基金会桑格研究所表示，虽
然每个病人的癌症基因组都
是独特的，但它们重复的变
化规律是有限的，因此通过
足够大规模的分析找出基因
变异规律可帮助研究人员精
确辨识肿瘤的类型，未来这
些数据有可能帮助医生更好
地开展癌症诊断，为患者定
制合适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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