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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心脏病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

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综合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风

从肿瘤内科医生的角度出发，列出了一

些困难和挑战。

第一，肿瘤科医生对心血管事件的

认识不足。目前，多数肿瘤科医生并不

清楚心血管并发症的规范诊疗流程，常

在已发生较重的心脏损害时才开始关

注，而且多以请心血管专科医生会诊，甚

至让患者自行到心脏科就诊的方式解

决，这会延误患者的干预时机。

第二，缺乏多学科诊疗机制。肿瘤

患者往往需要多学科管理，肿瘤科与心

内科以及其他学科（如内分泌、营养、心

理科）的相互配合。综合医院一般科室

设置较为完备，通过会诊可以实现基本

的合作诊疗。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肿瘤专

科医院而言，多学科管理可谓是困难重

重。因此建立并健全与心血管科的沟通

渠道、合作建立肿瘤心脏病专科门诊、建

立心血管急症诊治的“绿色通道”是当前

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三，既往大多数心血管领域的经

典研究都将肿瘤患者排除在外。这导致

现有的循证医学数据缺乏，加之多为源

于单中心小样本的研究，医生做相关决

策时会面临一定风险，因此开展多中心

大规模随机对照研究迫在眉睫。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

医师马飞立足于自身专业，与乳腺癌相

关研究结合，介绍了三个肿瘤心脏病学

的研究重点。

第一，抗肿瘤治疗的心脏毒性。抗

肿瘤治疗心脏毒性的损害风险大小不

一，主要与治疗方案、药物（放疗）种类、

药物（放疗）累计剂量、放疗范围、患者自

身存在心脏合并症或心血管高危因素、

发现时间等因素有较大关联。不同抗肿

瘤治疗产生心脏毒性的机制不同，甚至

部分药物心脏毒性的机制尚不明确，对

预防和治疗均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抗肿

瘤治疗的心脏毒性及其防范机制，属于

肿瘤心脏病学的重要研究方向。

第二，肿瘤患者的心血管伴随疾病

及共同危险因素的干预。肿瘤伴随疾病

是指非直接与肿瘤相关，而由肿瘤患者

年龄及内在微环境改变、生活方式改变

及药物不良反应影响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疾病，该类疾病与肿瘤伴随或继发出现，

并且可能影响肿瘤患者的生活质量，甚

至致残及威胁生命。

目前我国尚无大规模的肿瘤患者心

血管伴随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马飞介

绍，鉴于此种窘境，他和团队正在开展一

项基于 10万例乳腺癌患者的流行病学调

研。“从当前反馈的初步统计来看，40%的

乳腺癌患者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心血管

疾病高危因素；40%的患者初诊为乳腺癌

时即伴随血脂异常；27%的患者在肿瘤治

疗后新发血脂异常，共计 2/3的乳腺癌患

者伴随血脂异常。更详细的结果正在统计

分析中，希望能为肿瘤患者的健康管理提

供一些帮助。”马飞说。

第三，心脏占位病变。心脏和心包

肿瘤包括良性心脏肿瘤及肿瘤样状

态、生物学行为不稳定的肿瘤、生殖细

胞肿瘤、心包肿瘤等。虽然此类病变发

生率较低，但也属于肿瘤心脏病学的

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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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60年代，有学者将急性白血病患者因化疗而出现的心

肌损伤归纳为“化疗引起的急性心肌病”，这可以看作是肿瘤心脏病

起源。

2000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安德森肿瘤中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

个肿瘤心脏病学协会。

2009年，欧洲肿瘤协会成立了国际肿瘤心脏病协会（ICOS）。

2010年开始，美国得克萨斯州每两年举办一次“癌症和心脏国

际会议”。

2012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发表《欧洲化疗放疗及靶向药物所

致的心脏毒性临床实践指南》。

2016年，欧洲和北美相继出台《2016欧洲心脏病学会癌症治疗与心

血管毒性立场声明》《加拿大心血管学会：肿瘤治疗相关心血管合并症的评

估与管理指南》。同年 12月，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发布《预防和监测成人癌症

幸存者心功能障碍：美国临床肿瘤学会临床实践指南》。

2022年，《2022欧洲心脏病学会肿瘤心脏病学指南》的发布被

认为是国际肿瘤心脏病学的里程碑。该指南首次提出了肿瘤治疗相

关心血管毒性（CTR-CVT）的定义，并为 CTR-CVT 的诊断、治疗和

预防以及管理提供了系统指导建议。

2011年，我国首部肿瘤心脏病学的专家共识———《防治蒽环类抗肿

瘤药物心脏毒性的中国专家共识》发表。

2015年，为积极响应“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号召，肿瘤学者提出了

“全方位提升”和“全周期促进”的“两全”管理模式。同年，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成立了全国首家肿瘤心脏病专科。

2016年，第一届中国肿瘤心脏病学会议在大连召开，宣告肿瘤心脏病

学在中国正式成为一个亚专业，并确立了学科命名和研究领域。大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了全国首家综合医院肿瘤心脏病门诊。

2017年，《肿瘤心脏病学———癌症与心脏疾病的临床交汇》被翻译出

版，成为我国第一部肿瘤心脏病学领域的专业参考书。

2018年，中国抗癌协会整合肿瘤心脏病学分会宣告成立，这是在肿瘤

相关的学会中成立的第一个肿瘤心脏病学专业学术组织。同年 5月，上海

东方心脏病学会议首次设立“肿瘤心脏病学论坛”。

201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开设了全国首家心血管专科医院

肿瘤心脏病专科门诊、设立相关论坛并开设《中华心力衰竭和心肌病杂

志》肿瘤心脏病学专栏等。

2022 年，《中国乳腺癌相关心脏病诊疗共识》（2022 版）、《恶性肿瘤

患者冠心病的预防与管理中国专家共识》（2022版）相继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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