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年度妇女“两癌”免费筛查启动

11天天健康
2023年3月7日 星期二 责编：孙晓菊

健康周刊

健康视点
主持人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超29万妇女已接受惠民检查

“两癌”免费规律筛查提高早诊率

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日前公布了2021年至2022
年我市享受免费“两癌”及妇科常见病筛查的人群统
计数据，2021年到 2022年，我市共完成HPV检测
293831人，检出宫颈癌前病变1289人，宫颈癌59人，
其中微小浸润癌23人，浸润癌36人。宫颈癌的检出
率为20.08/10万，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检出率从“十
三五”的100/10万左右，提升到449.33/10万（2020年
全国宫颈癌筛查项目宫颈癌前病变的检出率为
279.5/10万）。两年间，我市共完成乳腺超声检查
294331人，检出乳腺癌239人，其中早期癌187人，乳
腺癌检出率81.20/10万（2020年全国乳腺癌筛查项
目的检出率为53.8/10万），早诊率78.24%。
据介绍，2021年我市在全面总结《天津市妇女

儿童健康促进计划（2013—2020）》取得成效的基础
上，启动实施《天津市妇女儿童健康提升计划
（2021—2030）》，已婚适龄妇女“两癌”与妇科常见病
筛查继续纳入提升计划政府惠民项目，并在原有
“两癌”筛查基础上，增加HPV（人乳头瘤病毒）和乳
腺超声检查，初筛阳性者还可以继续享受免费的
TCT（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和阴道镜检查，其中宫
颈癌筛查采用经 FDA 和 CFDA 双认证的 HPV
mRNA检测方法，反映HPV的持续感染状态，进一
步提升筛查质量和筛查效率。
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妇保科主任董微表示，

2021年至2022年我市“两癌”筛查结果与全国“两
癌”筛查结果吻合，筛查质量得到了我市妇科肿瘤、

乳腺肿瘤领域专家的高度评价，极大地提高了我市
妇女“两癌”防治水平。专家们同时呼吁全社会需
加强对患癌女性的关爱，筛查机构、综合医院、妇
联、居委会、家庭、卫生行政部门形成合力，让更多
女性实现早筛早治，增强应对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进一步提升我市妇女身心健康水平。

女孩要尽早接种宫颈癌疫苗

30岁至65岁每3年一次筛查

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常见恶性肿瘤，
在我国新发病例和死亡率均呈上升态势。2020年
我国女性宫颈癌新发病例数为11万，死亡病例数为
6万。2020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加速消除
宫颈癌全球战略》，并提出到2030年实现90-70-90
的中期目标。即90%女孩在15岁之前全程接种宫
颈癌疫苗，70%女性在35岁至45岁接受至少1次高
质量的筛查，90%已罹患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女性
得到治疗和关怀。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前宫颈癌防治专家主张女

孩们在15岁之前应尽早接种宫颈癌疫苗，即使接种
了HPV疫苗，也要在30岁至65岁定期（每3年一次）
进行宫颈癌筛查，因为即使是9价疫苗也只能预防7
种可导致宫颈癌的HPV病毒感染，但实际导致宫颈
癌的HPV病毒至少13种以上。
董微说，宫颈癌的发生主要由高危型HPV病毒

在女性生殖道持续感染引起。HPV是人乳头瘤病
毒的英文缩写，是一种小的环状DNA病毒，主要通
过性生活或密切接触传播。80%以上的女性一生中
至少有过一次HPV感染，但90%以上的HPV感染可

在2年内自然清除，仅不足1%的妇女因为感染了高
危型HPV病毒或者身体免疫力异常，而发展至子宫
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目前已确定的HPV型别有
200余种，根据有无致癌性，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
我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WHO/IARC的建
议，将HPV16/18/31/33/35/39/45/51/52/56/58/59/
68定义为高危型，其中以HPV16/18诱发癌变的风
险最高。
“宫颈癌是可以预防和早期发现的肿瘤疾病。

预防方面，除接种HPV疫苗，女性洁身自好，避免自
己和伴侣多性伴，适当的性生活频率以及良好的生活
习惯，规律作息不熬夜，保持正常的免疫水平都可以
大大降低宫颈癌的发生几率。早期发现方面，从HPV
感染包括高危型HPV感染发展为恶性肿瘤，中间可
以有10年左右的时间，其间可以通过多种筛查手段在
癌前病变期被早期发现。宫颈癌癌前病变经过简单
的治疗就可以获得理想的疗效并避免宫颈癌的发
生。目前，宫颈癌的筛查手段主要是TCT（薄层液基
细胞学检查）和HPV（人乳头瘤病毒）检测。”董微说。

早期乳腺癌10年生存率达90%

定期人群普筛加个体检查早发现

乳腺癌已成为中外女性最大的健康危害，世界卫
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数据显示，2020年全
球乳腺癌新增患者数达226万，位居各癌种第一位。在
我国，乳腺癌为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每年新发病例
数约为41.6万。相对于其他恶性肿瘤，乳腺癌的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效果尤为突出。我国乳腺癌整体10
年生存率已达80%以上，早期患者达到90%以上。
董微说，乳腺癌是发生在乳腺腺上皮（导管或小

叶上皮）组织的恶性肿瘤。乳房区域无痛性肿块、乳
头溢液、橘皮样改变、乳头乳晕改变、腋窝淋巴结肿大
等是乳腺癌典型症状及体征。早期乳腺癌无明显症
状或体征，接受定期筛查，能最大限度实现早发现。目
前建议适龄妇女除参加人群普筛外，还应坚持个体检
查至少一年一次，高风险人群应遵医嘱。目前常用的
乳腺癌筛查手段包括临床乳腺检查、乳腺X线摄影（钼
靶）、超声检查和磁共振成像（MRI）等。我国主要采用
乳腺彩超和乳腺手检进行人群筛查。乳腺癌发病的高
风险人群包括有乳腺癌或卵巢癌家族史；月经初潮过
早（＜12周岁）或绝经较晚（＞55周岁）；未育、晚育及未
哺乳；长期服用外源性雌激素；活检证实有乳腺不典型
增生病变；绝经后肥胖；长期过量饮酒等。
另外，定期乳腺自我检查可提高女性的防癌意

识，有望在相对早期阶段发现肿瘤，建议绝经前女性
选择月经来潮后7至14天进行自我检查。一看：站
在镜子前，观察乳房双侧是否对称，乳房肤色有无改
变、乳头有无凹陷等。二摸：一手抬起，一手并拢除
拇指以外的其余四指，由内向外以画圈的方式滑动
触摸乳房，检查有无肿块、硬结。三按：按压检查乳
房外侧至腋窝，检查有无肿块。四挤：压迫乳晕，看
是否有乳头溢液。但要注意的是，乳腺自查绝不能
代替体检、筛查和专业医生的临床检查，仅靠自检发
现的乳腺癌常常较晚。乳腺癌筛查阳性后应尽快到
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化治疗。

女性肿瘤发病率位居前两位的是乳腺癌
和宫颈癌，简称“两癌”。天津市2023年度妇
女“两癌”及妇科常见病免费筛查项目本月8
日在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启动，该项目是《天
津市妇女儿童健康提升计划（2021—2030）》的
免费政府惠民项目之一。
此次免费筛查从本月8日开始，免费检查

项目包括妇科B超、妇科检查、HPV检测、TCT
（除HPV16/18外其他高危型阳性者）、阴道镜
（HPV16/18阳性者）以及乳腺临床检查、乳腺
B超和中老年女性盆底功能筛查。其中宫颈
癌筛查采用前沿的HPV mRNA初筛方法；乳
腺癌筛查采用乳腺彩超结合乳腺手检；妇科
B超将筛查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等。凡我市常
住30至65岁非妊娠期已婚适龄妇女，包括待
业或所在单位不提供职工健康体检、农民、享
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无工作单位医保）
的妇女可持身份证参与筛查，享受最低生活保
障补助的家庭或者残疾者优先，满额为止。企
业也可以组织符合筛查条件的女职工与筛查
机构联系进行集体筛查。本筛查项目限每三
年参加一次，2021年或 2022年已参与加过本
项目免费筛查的女性，今年暂不参加。市妇女
儿童保健中心、各区妇幼保健机构、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承担本项目的筛查工作，拟参加筛
查的市民可以与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和各区妇
幼保健机构咨询联系。
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咨询电话为58299544。

各辖区妇女保健咨询电话见下表：

明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我
市多家医院将举行义诊和讲座活
动。8日，市第三中心医院甲乳疝腹
壁外科、妇科将在该院门诊一楼大厅
举行乳腺、甲状腺、女性疝与腹壁疾
病、妇科疾病义诊和免费筛查。9日、
12日、18日，该院妇科门诊每天将为5
至8位有盆底功能障碍的女性免费进
行盆底筛查及评估。
8日下午2点，天津医科大学总

医院妇产科9个亚专业13位专家将
举行义诊咨询活动。地点在该院第
三住院部一楼大厅。参与此次义诊
的9个亚专业专家包括妇科肿瘤、
妇科感染、普通妇科、妇科内分泌、
宫颈病变、产科、生殖助孕、优生优
育与产前诊断、计划生育等。
8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生殖医学

中心将举办科普讲座与义诊活动。义
诊时间为8日8:30—12:00。讲座时间
为8日下午2点至4点，讲座内容为不
孕症检查流程、试管婴儿治疗全攻
略。地点在该院中心妇产科医院门
诊三楼生殖医学中心候诊大厅。

“三八”妇女节

多家医院有义诊

2月25日，天津市睡眠研究会在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成立，医大总医
院神经内科薛蓉教授当选研究会第
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睡眠研究具有
多学科交叉联合的特点，研究会目前
拥有的近400名会员，来自全市25家
医疗、大学等医教研机构，辐射神经、消
化、心脏、心理等十余个学科。
据统计，我国有超3亿人存在

睡眠障碍，因睡眠障碍引起的心理
和躯体疾病严重影响着国民健康
水平。充足睡眠、合理饮食、适当
运动，是健康的“三大利器”。长
期睡眠障碍会产生一系列身心问
题，如疲劳、工作能力下降；记忆
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
钝；情绪低落、敏感，可能诱发焦
虑、抑郁，甚至造成精神疾病，还可
能增加阿尔茨海默病、糖尿病、高血
压发病率等。 通讯员 王晓晖

长期睡眠障碍
产生多种身心疾病
市睡眠研究会在医大总医院成立

市妇儿中心检验科工作人员在为筛查妇女做HPV病毒检测。 市妇儿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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