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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杭州大剧院来了群特殊的

人，一共有1000多位，他们都曾换过肾，但他

们现在都活得挺健康，其中20多位还结婚生

子啦。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的是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

“他们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中心近 40

年来，肾移植病例达到 5000 例，这个数量与

肾移植登记数据综合质量均位居全国第一。”

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省肾脏病学科带头人

陈江华教授告诉钱江晚报记者，在这1000多

位病友当中，最长肾移植者已经健康存活 29

年，是国内鲜有的长寿移植者。

这些死里逃生的患者，昨日像开派对，每

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止不住的笑容，和熟知的

病友打招呼聊天——在曾经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都在血透室、手术室里经历着类似的从

死到生的转变。

今年31岁的周女士带来了自己3岁的女

儿，女儿长得和妈妈特别像。“我是2008年被查

出慢性肾炎的。”周女士说，后来发展成为尿毒

症，为了等肾源，每周要做三到四次透析。当年

22岁的周女士，曾一度陷入绝望，直到在一次

朋友聚会的时候，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认识他之后，觉得天都亮了起来。”未来

的丈夫并不介意她患有尿毒症，两人就这样

谈起了恋爱。周女士记得最让她感动的一句

情话是：“他说，我就算死也要死在他的怀

里。”

好运气似乎随着爱情也一同到来，2011

年，经过了3年的透析，周女士终于等到了和

自己相匹配的肾源。

手术很成功，现在除了每天定时服用抗

排异药物之外，周女士并没有和常人有大的

区别，而他们的婚礼也很快举行，在肾移植 3

年之后，女儿降临了人世。

为了让需要肾移植的患者能尽快移植，

为了让肾移植后的患者有更好的生活质量，

陈江华和他的团队在不断努力，逐步建立了

肾脏移植排斥预警和无创性诊断、肾脏移植

免疫耐受诱导治疗等关键技术，移植肾一年

存活率超过 95％，十年存活率超过 80％，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他们还另辟蹊径，在国际上率先实现了

仅用一滴尿液来诊断和鉴别诊断急性排斥，

准确率分别达到94.1%和96.9%。

同样为了破解国际性难题，针对高危人

群，该团队还建立了去敏治疗和强化干预方

案，使高危受者的急性排斥发生率从 53.7%

下降到 14.6%。针对低危人群，团队建立了

优化免疫抑制方案，使肾移植受者平均减少

了 30.1%的免疫抑制剂用量，显著降低了毒

副作用和治疗费用，使这些患者的急性排斥

发生率保持在5%以下。

本报记者 张苗 本报通讯员 王蕊 金丽娜

浙大一院40年肾移植5000例，位居全国第一

昨千位换肾人聚会，20余人结婚有子

本报讯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浙江省中

医药研究院院长、浙江省名中医柴可群教授

领衔 11 个学科 50 余名专家举办多学科联合

义诊、健康讲座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系列活

动，普及抗癌知识，引导健康习惯，传播科学

抗癌。

在这谈癌色变的时代，柴可群院长提

出：“肿瘤是一种慢病，并非不治之症，控制

得当也可以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长期生

存。”柴可群院长是全国著名的肿瘤学家，

他把 30 余年的肿瘤防治工作经验提炼升华

为“柴氏中医肿瘤防治四法”。他说，肿瘤是

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防治自然也要注重

综合治疗。当机体和肿瘤能处于相对平衡的

状态，抗病能力就会随之增强，这也是近年来

受到医学界普遍提倡的带瘤生存理念。

4 月 17 日 9:00~11:30，在浙江省立同

德医院翠苑院区门诊大厅举行多学科联合义

诊，参加的有来自肿瘤科、胃肠外科、肝胆外

科、乳甲外科、胸外科、妇科、泌尿外科、肛肠

科、消化科、放射科、介入科等 11 个学科的

50余名专家。

错过当天上午现场义诊活动的小伙伴们

仍有机会，4 月 17 日~23 日一周内这 11 个学

科的副高以上专家每人派送 5 个专家义诊

号，总数达到近 300 个。专家中有不少平时

一号难求的肿瘤学大咖，有著名的胃肠肿瘤

外科带头人孙元水教授、有乳腺甲状腺外科

带头人孟旭莉教授等。 本报通讯员 应晓燕

院长领衔11个肿瘤学科团队
50余名专家共同参与

省立同德医院
送出近300个义诊号

昨天上午，浙江省第23届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启

动会上公布了最新统计的一组数据——2010-2014 年浙江

省肿瘤登记地区（浙江每个地市都有登记点，覆盖全省 1400

多万人，数据每隔两年半发布一次）癌症死亡情况。

数据共报告癌症死亡病例为 108514 例，其中男性为

70578例，女性为37936例。肺癌、肝癌和胃癌排在癌症死亡

的前3位，不同年龄段癌症死亡谱不一致，儿童组白血病死亡

率最高，中年组肝癌最高，中老年组肺癌最高。

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启动，浙江昨发布癌情，专家提醒——

警惕！这三种癌症死亡率上升最快
它们是胰腺癌、前列腺癌、卵巢癌，原因与吃得太好有关

本报记者 郑琪 本报通讯员 方临明 王屹峰

肝胃癌死亡率下降
胰腺、卵巢癌死亡率上升

这五年中，肝癌、胃癌和食管癌死亡率下

降。浙江省肿瘤医院院长、浙江省癌症中心

主任毛伟敏教授分析，这和浙江省地处东南

沿海地区，经济较发达，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

度居全国前列有关。近年来，浙江省人口老

龄化呈现出老年人口规摸持续扩大，高龄老

人增速快于老年人口增长的趋势。这同时也

表明，浙江省医疗水平相对较高，肿瘤防控取

得一定的成效，肿瘤患者得到了较好的诊治。

值得警惕的是，胰腺癌、男性前列腺癌和

女性卵巢癌的死亡率呈现上升趋势。

一方面是由于胰腺癌、女性卵巢癌恶性

程度高、预后较差；另一方面，像男性前列腺

癌，最近几年的发病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浙江省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朱

利明说，胰腺癌、卵巢癌属于富贵病，高脂饮食、

不良生活习惯、遗传史是病因。发病特点是早

期症状不典型，发病位置隐蔽、难筛查难发现。

过去肝癌是癌中之王，现在业界认为是

胰腺癌了。胰腺癌治疗效果比较差，没有特

效药。往往查出来就是晚期，晚期生存率平

均只有六、七个月。

浙江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朱绍兴说，

前列腺癌在欧美发病率非常高，是男性恶性肿瘤

发病率最高的癌症。“这是一种和寿命、饮食习

惯、遗传因素相关的癌症。人们吃得太好，前列

腺癌也容易高发。常见于60岁以后高龄、经常

摄入高脂肪高蛋白质、有家族遗传史的男性。”

防癌体检
应重视生活习惯和家庭特征

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是预防癌

症的有效方法，但在临床中，绝大多数癌症患

者都是在出现严重症状时才去检查，从而失去

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为此，浙江省肿瘤医院体

检中心主任吕蕾建议：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定

期癌症筛查体检。防癌体检需要根据自身的

年龄、生活工作环境和习惯、疾病家族史等等

情况来进行个性化项目选择。很多人认为防

癌体检仅仅只是通过仪器检查判断是否罹患

肿瘤，而不重视向医生告知个人的生活习惯、

疾病史以及家族史等，其实这些信息正是决定

被体检者肿瘤发病风险的重要因素，对体检时

重点筛查某一系统或器官有重要的判定意义。

此外，针对较多健康体检中的肿瘤标志物

检测过度紧张也是不必要的。肿瘤标志物对早

期肿瘤的诊断敏感度不高，正常范围内的波动、

短时期的轻度升高，不必过于担心。目前肿瘤

标志物虽然可以用于早期诊断，但大部分更适

用于治疗效果的评价。比如说，肿瘤病人如果

指标突然升高，就需要警惕肿瘤复发了。

一般情况下，健康人群每年需进行一次

健康体检，若伴有肿瘤高危因素、肿瘤家族史

等，癌症筛查体检则必不可少。男性需重点

关注肺、胃、结直肠、肝脏等肿瘤的筛查，女性

还需要增加乳房及妇科的检查。通过定期癌

症筛查体检，对一些癌前病变进行适当的干

预，以达到早期诊断、早期防治的目的。

肿瘤周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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