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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吧

50年后话“向癌症开战”
因武夷山

1970 年，癌症已经成了美国人口

的第二位死因。1971年 12 月，时任美

国总统尼克松签署了关于癌症研究与

预防的《国家癌症法》，俗称“向癌症开

战”（尼克松的说法）计划。该法是以

《1944年公共卫生服务法》的修正案的

形式问世的。

50 年之后的 2021 年 11 月，美国

PublicA ffairs（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

了由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所罗门卫生

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的法学教授

A bbe R . G luck 和耶鲁癌症研究中心

主任、肿瘤学家 C harles S Fuchs共同

编辑的一本文集，该书对“向癌症开

战”计划进行了历史回顾，总结其经验

教训，展望未来。文集的题目是

（本文作者译为

“癌症新政：一场为期 50 年的战争的

教训”）。这场“战争”是现代历时最久

的战争，比冷战的时间都要长。

《国家癌症法》通过后，单是国家癌

症研究所一家机构在癌症研究上就花

费了 1050亿美元，其他公立机构、私立

机构和非营利机构在攻克癌症上的花

费总量少说也有几百亿美元。

若按照尼克松当年做出的 5 年内

攻克癌症的承诺来衡量，“向癌症开

战”计划是彻底失败了，当时的学者专

家大大低估了攻克癌症的难度。但是，

也不能说该计划一无是处，毕竟癌症

研究与预防上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就。

另外，这场“战争”其实是对医学研

究、科学研究和筹款能力的重大考验，

也对美国整个医学体系提出了道德伦

理挑战。

本书的两位主编指出，过去 30年

来，癌症整体总死亡率毕竟下降了

29%。“尽管近年来癌症治疗方面也有

贡献，但癌症死亡率下降的主因是癌

症预防方面的努力，尤其是烟草产品

消费量的下降。”

今后如何进一步降低癌症死亡率

呢？答案之一是进一步强化对该领域

的投资，因为癌症治疗的成本明显高

于其他疾病的治疗成本。但是，相关费

用最好由医生驱动而不是公司驱动的

治疗实践来控制。

为本书撰写“导言”的是印度裔美

国肿瘤医师、《众病之王：癌症传》的作

者悉达多·穆克吉。他写道，要防止一

种心态，即更强调通向疾病的道路而

不是通往健康的道路（用中国人易于

理解的方式来表达，强调“治病”而不

是“救人”）。他形象地说，“我担心，我

们现在拥有的是进入疾病地界的单程

护照”。

本书收入文章的主题涉及癌症研

究与治疗的各个侧面，如开创性的科

研成果、重要的相关法规、癌症领域的

慈善事业等。

本书作者描述了“向癌症开战”这

场持久战中的许多场胜仗，也揭示了社

会的深层缺陷如何阻止人们取得完胜。

有的作者考察了循证癌症筛检的发展，

有的论证建立“国家癌症治疗数据库”

的必要性，有的预测了有助于肿瘤早期

探测的成像技术的发展前景。还有一

篇文章呼吁进行强制性的人类乳头瘤

病毒疫苗接种，但这个观点争议很大。

总而言之，本书对于“向癌症开战”

这场战争的各个维度———科学、政府、

平等、企业、患者体验和医疗提供者体

验等进行了较完整的叙述，记录了人

们对癌症的最新认识，提出了改革美国

医疗体系的大胆计划。

因吕秀齐

《端粒：年轻、健康、长寿的新科学》

一书中有一句经典之言，“基因负责上

膛，环境扣动扳机”，道出我们的命运是

体内的基因和环境共同决定的，我们所

要做的，就是为我们的基因创造良好的

表达条件，争取健康长寿。

本书作者之一伊丽莎白·布莱克本

和另外两个同行因发现端粒和端粒酶在

衰老中的作用，荣膺 2009年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带动了端粒和端粒酶概念

的广泛传播。

科学已经证实，我们每个人细胞中

都有端粒的存在，它是染色体末端由

T T A G G G 单元不断重复组成的 D N A

序列。本书作者为科研一线的科学家，

通过大量科学事实，揭示了端粒与我们

每个人的健康和衰老有着直接的关系。

穿插故事情节和自述的通俗表达，

也使得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随着细

胞的分裂次数增多，端粒会越来越短，当

短到不能再短的时候，就无法保护染色

体了。此时细胞停止生长，进入老化期

或走向凋亡。端粒磨损殆尽，细胞寿终

正寝，久而久之，离生命终结就不远了。

“虽然染色体末端的端粒会随着细

胞的分裂变得越来越短，但作者的实验

室研究得出一个重大发现，染色体末端

的端粒其实是可以延长的，就是说，衰老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以加速，也可以延

缓，甚至逆转。”

衰老和死亡是生命里无法改变的事

实，但如何老去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肉眼虽然看不到端粒，但科学的

发展已经使科学家可以通过特殊的手段

测量细胞中端粒的长短。作者和相关机构

合作，进行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

大量一手数据，证明你吃的食物、情绪压

力、童年经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是否安

全等众多的因素都会影响端粒的长短。

而端粒酶——— 一种核蛋白逆转录

酶的发现至关重要。端粒酶具有制造和

补充端粒的作用，与细胞老化密切相关，

这很容易使人想到，或许端粒酶可以成

为一种新的长生不老药。

可惜事情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简

单。先不要说口服端粒酶产品能否进入

细胞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在正确的时

间、在正确的细胞内精细地调节端粒酶

的活性，这样才能达到修复端粒和维持

健康的目的”。

而“身体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们

能做的，就是通过调节生活方式来帮助

它”。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心态，

增加体内端粒酶的活性，才是真正有意

义的。这正是本书作者不推荐端粒酶保

健品的重要原因。

逆生长的药方是端粒

《端粒：年轻、健康、长

寿的新科学》，[美]伊丽莎

白·布莱克本、艾丽莎·伊

帕尔著，傅贺译，湖南科学

技术出版社 2021 年 9 月

出版，定价：68元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开

展 2021 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

的通知》（国新出发电〔2022〕3号）、

《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有关要

求，中国科学报社已对《医学科学

报》新闻记者证持证人员进行逐一

核查，现将拟通过新闻记者证年度

核验人员名单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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