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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对人类的“战争”愈演愈
烈，不仅导致人的病痛与失能、失智
叠加所形成的复杂社会问题，直至拖
垮一个国家的医疗体系，而且还会对
一个国家经济造成制动效应。当前慢
性病已经成为全球医学难题。

令人困惑的是：全球医药科技发
展日新月异，但慢性病为什么却越治
越多？是否需要对目前防治慢性病理
念进行深层次反思？是否还要继续沿
用西方的健康理念和标准进行慢性病
防治？健康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健
康理念和慢性病防治策略？

慢性病已经成为人
类健康的主要威胁，全
球医学界没有找到系统
科学有效的防治方法

慢性病全称是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是一类起病隐匿、病程长且病情
迁延不愈、缺乏确切的传染性生物病
因证据、病因复杂且有些尚未完全被

确认的疾病的总称。常见的慢性病主
要有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

2011年9月，联合国召开慢性病
预防和控制高级别会议通过政治宣
言：慢性病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主要
威胁；卫生健康问题是全球治理的重
要内容，各国政府承担首要责任，并
提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彰显出全
球对慢性病防治的高度重视和全力以
赴的决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3 日发布的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
病 状 况 报 告 （2020 年） 》 显 示 ，
2019 年中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
总死亡的 88.5%。其中，心脑血管
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比
例为80.7%。

造成慢性疾病高发、多发及严重
后果的重要原因是，目前全球医学界
并没有找到系统科学有效的慢性病防
治方法。这也是目前人类社会发展面
临的严重困境。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慢性病的防治
工作，早在1998年就提出慢性病的6
个转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召开
了“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等重要会
议。党的十九大明确了新时代中国卫
生健康工作方针。国务院先后印发了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和

《 中 国 防 治 慢 性 病 中 长 期 规 划
（2017—2025）》 以及 《健康中国行
动 （2019—2030 年）》，进一步明确
了新时代慢性病防控的主要目标、防
控策略和措施，积极推进从以疾病为
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从重视临床技
术到重视基础研究；从重点投入三甲
大医院到强基层等一系列转变，充分
显示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的关怀和爱护，为慢性病防治
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全球最先进的医学
健康理念和解决方案，
也没能遏制慢性病在西
方社会的蔓延

全球医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突
飞猛进，已从传统医学向生物医学、
分子医学迈进；新药研发从单一靶点
向多靶点模式转移；从研究整体生理
功能还原到基因改构、基因编辑；临
床医学从手术、药物和介入治疗到干
细胞修复替代、免疫细胞的特异、非
特 异 性 治 疗 等 等 ， 可 以 说 是 名 目
繁多。

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现代医学
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之路，但对
人的整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还停
留在局部或碎片化层面，在此领域的
研究和发现仍是在盲人摸象，有关生
命本质的基础科学问题尚未得到系统
揭示。

特别是，目前医学进入后基因组
时代，但现代医学对大多数疾病的认
知和治疗并没有实质上的突破。

诺奖得主、“DNA之父”沃森在
2013 年宣称：多少年来想通过基因
序列治疗癌症和其他疾病是“没价值
的”。过度依赖基因层面的治疗选
项，对某些疾病的治疗总体上很可能
是退步了，而且增加了很多费用。据

《美 国 医 学 会 杂 志》 数 据 显 示 ，
1996—2020 年，美国医疗卫生支出
从 9000 亿美元飙升到 3.2 万亿美元。
但美国仍有将近一半的人群患有慢性
病，全美医疗支出的85%花在了慢性
病病人身上。

为 什 么 美 国 医 药 科 技 那 么 发
达 ， 却 有 近 一 半 的 人 口 患 有 慢 性
病？是医疗卫生费用投入不足吗？
美国医疗卫生费用支出占美国 GDP
的 18%。是环境污染严重吗？美国
的环境号称是青山绿水。是食品安
全标准低下吗？美国的食品安全标
准标榜是全球最高的。是没有“治
未病”的预防疾病理念吗？世界各
国 预 防 疾 病 理 念 都 是 从 美 国 输 入
的，就连联大第三次高级别会议明
确的慢性病防控“5X5”策略 （即 5
大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归因——不健
康饮食、烟草使用、空气污染、有
害使用酒精、缺乏身体活动），也是

援引的美国理念和标准。
但无论是从美国看还是从全球

看，慢性病仍然是越治越多。比如，
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前十名的国家，几
乎全部是发达国家，而不是第三世界
国家。全球最先进的医学健康理念和
解决方案，既没有遏制慢性病在西方
社会蔓延，也没有遏制在中国蔓延，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盲目运用西方的
健康理念和标准来防治慢性病呢？健
康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健康理念和
慢病防治策略？

医学不能把人当成
机器，应该加强基础研
究，提出防治慢性病的
中国方案

两千多年前，中医药文化对健
康就有了明确的解释——“正气存
内，邪不可干”，也就是说生命自身
抵 抗 力 功 能 强 大 ， 人 们 就 不 容 易
得病。

人们之所以得病，中医的观点
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即人
之所以得病是生命自身抵抗力降低
的结果。如果疾病真的发生了，应
当“扶正祛邪”，也就是秉持提高生
命自身抵抗力和清除致病因素这一
标本兼治的医学理念。历史与现实
的实践证明，这是防治慢性病正确
的方法论。

从整体论和系统观角度看，慢性
病的发生不只是体内某个点出现了问
题，而是出现了全身的系统性风险，
是稳态失衡。医学在本质上是人学，
人是体、情、意的统一，是自然生物
属性和情感社会属性的统一，医学不
能把人当成机器“拆卸装配”。

以癌症为例，癌症作为慢性病之
王，如果能正确揭示癌症的病因和发
病机制，不仅可以找到癌症防治的突

破口，也为慢性病防治找到突破的
思路。

健康人每天都会产生一定量分化
不全的细胞，但是 99.5%以上的人却
并没有发生癌症。这是因为分化不全
的细胞会随时被健康人机体免疫系统
的 T 淋巴细胞等“识别、攻击、杀
灭”并清理代谢。因此，从整体论系
统观角度来看，维持机体免疫系统稳
态 是 预 防 癌 症 发 生 的 有 效 方 法 和
路径。

癌症的发生主要是两个环节出现
了问题，一是机体稳态失衡，二是致
病因素的作用。相应地，治疗癌症也
要先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恢复稳
态，也就是提升生命自身抵抗疾病能
力，这是疾病防治的基础，中医称之
为“扶正”；二是去除病因，中医称

“祛邪”，即用特殊手段清除、抑制、
杀灭癌灶的癌细胞。

而现代医学治疗癌症只是针对癌
灶的治疗，而不是让生命自身识别、
杀灭、清除癌细胞，是不全面的。手
术切除的只是癌灶，而不可能切除掉
每天都会产生的没有被免疫系统“识
别、攻击、杀灭”的分化不全的细
胞；放化疗、靶向治疗、免疫疗法同
样只是针对癌灶的癌细胞，这些方法
都不具有独自恢复机体稳态的作用。
因此，这种局部治标不治本的结果多
种多样，好坏不一，导致许多癌症病
人最终人财两空。这就是目前防治慢
性病值得反思和研究的科学和社会
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国家卫健委、国
家发改委、国家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
印发了《癌症防治实施方案 （2019—
2022年）》，相信中国广大医务工作
者集中华民族数千年之中医药学智
慧，加强基础研究，运用现代科学理
论和方法，一定能够为全球慢性病防
治创出中国方案。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球医药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已向生物医学、分子医学迈进，但是——

慢性病为什么越治越多？
丛 斌

图①： 2021 年 1 月 5 日，富伯
（北京）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孔
令杰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展示外骨骼
机器手。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图②：2020 年 11 月 11 日，第二
届世界大健康博览会上，参展商展出
的医疗设备。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图③：在江西省吉安市峡江县中

医药博物馆，参观者了解中医药知
识，感受中医文化魅力。

陈福平摄 （人民视觉）
图④：2021 年 3 月 17 日，山东

省青州市云门山街道孟家小学开展
“学习中医药知识”实践活动，组织
部分学生来到中药店参观。

王继林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电（记者王美华）“前列腺癌是男性第二大常见恶性肿瘤，也是
男性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五致死原因。”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周利群教授日前表
示，随着人们生活方式改变、人均寿命提高等原因，前列腺癌在中国男性中
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在周利群看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饮食越来
越西方化，红肉食用过多。这也是前列腺癌病人增多的原因之一，因此，“建
议普通男性50岁以上、有家族遗传史的45岁以上每年都进行筛查”。

前列腺癌是一种依赖于雄激素生长的肿瘤。“中国人有一个好习惯是豆浆
喝得多，豆浆里面含有雌激素，雌激素对雄激素有抵抗作用。”天津医科大学
第二医院牛远杰教授说。

“前列腺癌可以数年局限于前列腺区域呈静息状态，当其一旦发生转移，
最常见的累及部位是骨骼。”周利群说，前列腺癌诊疗目前仍有诸多医疗需求
亟待满足，如延长总生存期、延缓疾病进展、减少治疗副作用等。

对此，拜耳近日宣布两款前列腺癌治疗新药诺倍戈®与多菲戈®联合上
市，为前列腺癌患者提供了新选择。“我们衷心地希望，中国处于不同阶段的
前列腺癌患者能够从中获得多重益处，临床医生能够拥有更多安全有效的治
疗选择。”拜耳处方药事业部中国医学部副总裁李瑶说。

专家表示——

少吃红肉常喝豆浆
有助预防前列腺癌

本报北京电（记者熊建） 日前，北京医院协会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
第二届换届大会暨医务社会工作发展圆桌论坛举办，会议选举产生了北京医
院协会第二届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委员会，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当选主任委员单
位，该院党委副书记王克霞获聘主任委员。

医院是医务社会工作最主要的服务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长庚医
院院长董家鸿指出，医学是有温度的，医疗的目的不仅仅是治愈疾病、减轻
痛苦，还要追求家庭生理—心理—社会的综合疗愈。如今，现代医学模式已
经逐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更加突
出强调“全人”的健康理念。这就要求医院不仅关注“治病”，更要关注“医
人”。这样一种新趋势也迫切呼吁在医院引入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体系。

“医务社会工作是一份事业，是一份值得我们从心底里认同的事业，因为
其基本原则是助人自助，处处充满爱与善意。”王克霞说，“我愿为此团结广
大同道一起尽最大努力奉献我们的智慧，致力于推动医务社会工作的发展。”

2020 年 10 月，北京市卫健委印发了 《关于发展医务社会工作的实施意
见》，明确了医务社工发展的方向、目标和路径，开启了北京市医务社会工作
发展的新篇章。2020年底，北京市启动医务社工试点工作，134家医疗卫生单
位被确定为试点单位。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长庚医院院长董家鸿——

医院不仅关注“治病”
更要关注“医人” 本报电“爱接力—诚惠保”医疗保障公益项目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日

前在北京举行。该项目是由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中华慈善总会、平安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圆心惠保科技有限公司、爱接力健康管理

（北京） 有限公司联合发起，为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及低收入群众捐赠专属普惠
性医疗补充公益保障产品，防止全国832个已脱贫地区及欠发达地区群众因病
致贫返贫。

据介绍，该项目采用公益保险模式，零利润，每年赔付后结余的保费自
动转入下一年继续进行赔付。项目完结理赔后保费余额全部捐赠慈善组织用
于当地低收入群众的医疗保障。救助范围涵盖医疗救助、特药资助、健康及
医疗增值服务等。值得关注的是，“爱接力—诚惠保”医疗帮扶公益项目，集
结地方政府、社团、家庭、保险公司、医疗机构和爱心企业等力量，是专为
低收入群体定制的互联网公益健康脱贫保险，紧密衔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以惠民的价格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百万级保险保障和便民化健康服务。

平安养老险北京分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柳超表示，该项目能够发挥
“病前保障、确诊即助、救急救难”作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的有效衔接，缓解基本医保基金和财政压力，实现基本医疗保险与补充保险
无缝衔接，满足人民群众医疗保障需求，减轻人民群众的医疗费用负担，为
受益人的生命健康提供兜底保障。“落实百姓需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
高效、多样化、多层次的医疗保障服务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柳超表示。

“爱接力—诚惠保”
医疗帮扶公益项目启动
“爱接力—诚惠保”

医疗帮扶公益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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