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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记者从 2022 中国临床

肿瘤学会（C SC O）指南大会获悉，今年

C SC O 将出版 33 部肿瘤相关诊治指

南，其中有 5部为首次发布、28 部为更

新出版。指南涵盖乳腺癌、鼻咽癌、黑

色素瘤、卵巢癌、原发性肝癌、胃癌、胰

腺癌等 20多种常见肿瘤。

值得一提的是，C SC O 首次发布了

子宫内膜癌、宫颈癌、甲状腺髓样癌、

C A R - T 细胞治疗恶性血液肿瘤及免

疫靶向治疗相关感染管理、肿瘤治疗

所致血小板减少症（C T IT）等 5部相关

诊疗指南。其中，《中国临床肿瘤学会

C A R - T 细胞治疗恶性血液肿瘤及免

疫靶向治疗相关感染管理指南》与《肿

瘤治疗所致血小板减少症（C T IT）诊疗

指南 2022版》是少见的并非以肿瘤名

称命名发布的指南。

突出中国特色

2019 年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以下简称《健康中

国行动》）中，肿瘤防治行动已占据重

要地位。《健康中国行动》明确提到需

要对发病率高、筛查手段和技术方案

比较成熟的重点癌症，制定筛查与早

诊早治指南；制定并推广应用常见癌

症诊疗规范和临床路径等工作。

鉴于此，C SC O 理事长、中山大学肿

瘤防治中心教授徐瑞华表示，C SC O 始

终以为中国临床肿瘤医生提供最切实有

用的规范化诊疗内容为己任，致力于在

肿瘤诊疗领域做出最具中国特色、紧跟

研究进展的指南书籍。遵循循证医学证

据，参考行业专家意见，适应我国具体国

情、兼顾地区差异性，充分考虑诊疗资源

的可及性，从而体现肿瘤治疗价值和卫

生经济学指标的制定原则。

“目前，C SC O 指南已经发行百万

册，每一部指南都严格把控质量，这背

后凝聚了全体专家学者的心血，是各肿

瘤领域同道智慧的结晶。”徐瑞华说，

在参考世界重要前沿进展的基础上，着

眼真实世界研究、重视我国临床证据是

指南修订工作的重要原则。

其中，指南特别强调把我国的研究

和调查放在更具有参考价值的位置上，

这不仅能够增加指南内容对我国情况

的普适性，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我

国专家学者。

多种措施确保权威科学

在指南具体撰写与修订过程中，同

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教授李进表示，为

了保证指南修订工作的连续性，本次撰

写工作在多名专家组成指南组的基础

上，指定统稿人对稿件进行整体统筹，

保证指南前后的一致性。

同时，C SC O 指南制定的推荐等级

也进行了新的定义，保证指南的权威

性和科学性；在制定某一瘤种指南后，

同一瘤种不再根据亚型或部位细分多

个指南，以保证指南的专一性，避免多

部参考指南造成读者混乱不清的现

象，保证了资源的合理分配。

此外，为保证指南的客观性，本次

指南修订工作特别强调了指南中不得

出现任何企业的名称或相关产品名

称，出现药物时仅显示药品通用名称，

不允许出现商品名称。

而针对那些全球均未批准适应证的

药物，李进表示，原则上不作为指南推

荐，其中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可列入注释

部分。国外批准但中国未批准的，也会

充分考虑临床价值和产品可及性，慎重

纳入指南，合理标注推荐等级。

谈到行业领域各专委会讨论制定

的相关诊疗专家共识，李进表示，将不

作为 C SC O 指南出版，其内容可摘录

纳入相关指南中，从而为临床医生提供

更实用、更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此外，李进还特别强调了对指南推

荐级别的细节调整，重点突出了Ⅰ级推

荐中适应证明确的重要性，明确了作为

1A 类证据推荐的诊疗措施须纳入《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药品目录》。

期待中国声音唱响国际舞台

“一部指南好不好，还得医生说了

算！”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肿瘤医院

院长于金明指出，近年来，中国医生在临

床中选择使用 C SC O 指南的人越来越

多，尤其是中青年医生，C SC O 指南在肿

瘤的新型治疗领域，如靶向和免疫治疗，

紧跟国际国内学术进展，每年通过不断

修订，增加了指南的时效性和权威性，是

临床医生值得信赖的参考依据。

C SC O 指南之所以被业界认可，是

因为其内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C SC O

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人民医院

教授吴一龙认为，在循证医学证据的基

础上，指南还对证据进行详细的评估，

由于每一个证据临床应用的价值不同，

因此就形成了证据的不同推荐级别。

“这才能构成 C SC O 指南的主体风格，

让 C SC O 指南在临床中长盛不衰。”

“‘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

音’是我们永远的奋斗目标。我国也将有

越来越多的研究被纳入 C SC O 指南，成

为指导临床、服务患者的必备资料。”

C SC O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江泽飞说。

部指南将出版！肿瘤治疗有章可循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本报讯 4月 24日，《中华心血管病

杂志》以线上形式召开了《中国冠状动

脉左主干分叉病变介入治疗指南》（以

下简称指南）和《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

患者急诊 PC I微循环保护策略中国专

家共识》（以下简称共识）发布会。中国

工程院院士、北部战区总医院教授韩雅

玲，南京市第一医院教授陈绍良，解放

军总医院教授曹丰，北部战区总医院教

授王斌，《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心血管

病探索（英文）》编辑部编审付晓霞等

参加了此次会议。

韩雅玲指出，上述指南与共识凝聚

了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和中华

心血管病杂志编委会多位专家的智

慧，充分结合最新国际指南和近年国

内的临床实践，兼具权威性、实用性和

普适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她相

信，指南与共识的颁布与实施，将为改

善我国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和左主

干分叉病变患者的治疗效果发挥重要

指导作用。

随后，陈绍良、曹丰分别详细解读

了指南与共识。陈绍良表示，指南最重

要的意义在于规范和指导心血管冠脉

介入的医生，针对不同类型左主干分叉

病变，选择不同的介入治疗术式和辅助

方法，围术期包括术后的抗凝药物治疗

和长期随访等，以最大限度地改善病人

的预后。

曹丰说，共识主要聚焦急诊 PC I

相关微循环障碍的定义、发生机制、诊

断技术和预防措施等方面，同时还在

诊断评估方法，防治策略包括药物、非

药物和手术操作策略和流程上，达成了

专家共识。

据了解，上述指南与共识回顾了几百

篇文献和临床研究，经过十余次线上和线

下的讨论，再结合个别征求意见，最后将

文稿发至杂志社。“我们编辑团队在主编

韩雅玲院士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后，才予

以发表。”付晓霞说，上述指南与共识已经

分别发表于《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22年

第 3期和第 4期。

最后，与会专家期望通过各方共同努

力，将指南和共识更快、更好地推广出去，

让更多心血管医生深入了解并有效运用指

南与共识，最终惠及广大患者。（陈锦绘）

心血管病领域多了一份指南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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