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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现有证据证实可以通过有组织的
人群筛查降低乳腺癌死亡率% 全球多个癌症研究机构和专业组织已形成不同的乳腺癌筛查指
南以规范群体筛查行为% 针对一般风险对象"这些指南均推荐乳腺

(

射线摄影术作为筛查手
段"而对于筛查间隔时间和筛查开始年龄的推荐则有所不同% 关于开始筛查年龄"各个指南主
要的争议在于是否应该对

)%*)&

岁女性进行筛查"而对于筛查间隔时间"各个指南推荐的范
围从

#*$

年不等% 本文通过对基于证据评估的乳腺癌筛查指南中针对一般风险女性的筛查建
议进行对比"为制定中国乳腺癌筛查技术指南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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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全世界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严重地威胁着广大妇女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根据

!%40

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 (

4

)

"全球约有
!4%

万新诊

断的女性乳腺癌病例"占女性癌症病例的近四分之

一"死亡病例约有
/$

万% 乳腺癌的早期筛查是乳腺

癌二级预防中最重要的手段"如果患者在乳腺癌早

期得到诊断和治疗"其预后可明显得到改善% 乳腺

癌在欧美国家中出现了死亡率下降的趋势"其中乳

腺癌人群筛查和治疗水平的提高是死亡率下降的重

要原因(

!

)

% 而筛查指南对于规范群体筛查"减少女性

乳腺癌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

欧美国家自
!%

世纪
0%

年代起已普遍开展乳腺

癌筛查工作"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多个癌症研究机构

和组织也提出了不同的乳腺癌筛查指南" 而目前尚

无中文文献对于这些指南进行较为细致的对比% 通

过在知网数据库和
_GZVJ1

数据库中进行直接检

索"并利用追溯法对于相关文献进行进一步追溯"排

除没有进行过证据评价的指南" 对同一机构不同时

防治工作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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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布的指南!选取其最近年份"最终入选的
'

个指

南!为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

()*+,- .+/+,0 12,3,)+*3,

.,23*4, 5/06 7824,

!

(.1.57

$ 在
!"9'

年 发 布 的

%

.42,,)*): ;82 <2,/0+ =/)4,2

&

(>.> 12,3,)+*3, .,23*4,0

5/06 7824, ?,48@@,)-/+*8) .+/+,@,)+

'(美国癌症协

会)

A@,2*4/) =/)4,2 .84*,+B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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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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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 =G*)*4/G 12/4+*4, EF*-,G*),0 *) L)48G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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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2 .42,,)*): /)- M*/:)80*0

+(加拿大预防

保 健 工 作 组 )

=/)/-*/) 5/06 7824, 8) 12,3,)+*3,

N,/G+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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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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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布的 *

?,48@!

@,)-/+*8)0 8) 042,,)*): ;82 P2,/0+ 4/)4,2 *) K8@,)

/:,- Q% RSQ B,/20 KI8 /2, )8+ /+ *)42,/0,- 2*06 ;82

P2,/0+ 4/)4,2

+(欧洲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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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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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布的*

<2,/0+ =/)4,2 .42,,)*): /)-

M*/:)80*0

&

A .B)8H0*0 8; +I, TF28H,/) <2,/0+ EF*-,!

G*),0

+ 以及日本国立癌症中心 )

U/H/),0, J/+*8)/G

=/)4,2 =,2+,2

!

UJ==

$在
!%9'

年发布的*

5I, U/H/),0,

EF*-,G*),0 ;82 <2,/0+ =/)4,2 .42,,)*):

+

,

$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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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指

南针对的人群包括乳腺癌高风险以及一般风险女

性. 本文对其中针对一般风险女性的筛查建议进行

对比)

5/PG, 9

$.

9

开始筛查年龄

关于开始筛查年龄! 各个指南推荐主要的不同

之处在于是否对
Q%VQ&

岁女性进行筛查.

J==J

指

南和
UJ==

指南推荐应从
Q%

岁开始进行筛查. 而

=571N=

指南(

(.1.57

指南则推荐从
C%

岁开始筛

查!其更加重视筛查带来的危害. 其中!

(.1.57

指

南将
Q%VQ&

岁女性开始筛查设为次一级推荐!而

=571N=

指南将不建议
Q%VQ&

岁女性进行筛查作为

次一级推荐! 其他的指南如
A=.

和
T=

则是抱着居

中的看法! 将从
QC

岁开始筛查设为强烈的推荐!而

将
Q%VQC

岁开始筛查设为有条件的推荐.

J==J

指南对英国的
AET

研究以及瑞典的一

项研究进行了证据评估.英国
AET

研究的结果显示

在随访时间中位数为
9S>S

年的随访队列中!

Q%

岁开

始进行筛查人群的乳腺癌死亡的总体风险相较于

C%

岁开始筛查的人群没有显著降低)

??W%>OO

!

&CX

=Y

&

%>SQV9>%Q

$. 但是!与对照组相比!在
Q%

岁开始

进行筛查的人群中! 在诊断后最初十年中乳腺癌死

亡率的降低是显著的)

??W%>SC

!

&CX=Y

&

%>COV%>&S

$

,

&

-

.

瑞典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平均进行了
9'

年随访的队

列中!从
Q%VQ&

岁开始筛查的女性乳腺癌死亡率相

较 于
C%

岁 开 始 筛 查 的 女 性 降 低 了
!&X

)

?? W

%>S9

!

&CX=Y

&

%>'!V%>O%

$

,

9%

-

.

J==J

指南对这些研究

的证据评估结果支持
Q%VQ&

岁女性进行乳腺癌筛

查!以降低其乳腺癌死亡率.

=571N=

对
Q%VQ&

岁女性进行乳腺
Z

光筛查的

相关研究进行了证据评估! 其研究结果显示在
Q%V

Q&

岁女性和
C%VC&

岁女性中每
9 %%%

人进行持续

中位时间为
S

年的筛查! 相较于不进行筛查的女性

分别可以减少
%>CO

例)

&CX=Y

&

%>!SV%>OC

$和
%>SC

例

)

&CX=Y

&

%>$CV9>9%

$死亡!假阳性结果的人数均为
!&Q

人!其中分别有
Q$

人和
$S

人将会接受活检,

99

-

!在筛

查
!%

年后的总过度诊断率分别为
CCX

和
9'X

,

'

-

. 在

女性对于筛查态度的研究中! 如果得知他们所在年

龄组的乳腺癌死亡率风险的减少程度以及筛查可能

带来的危害!他们会选择不去进行筛查,

9!

-

.以上的证

据显示!对于
Q%VQ&

岁女性而言!进行乳腺癌筛查虽

然可以降低乳腺癌死亡率! 但是同时也有过度诊断

和假阳性的弊端存在.

=571N=

指南倾向于认为

Q%VQ&

岁的女性进行筛查的弊端大于其带来的死亡

率下降的收益! 因此
=571N=

指南将不建议
Q%VQ&

岁女性进行筛查作为次一级推荐.

(.1.57

推荐
C%

岁开始有组织的筛查! 对
Q%V

Q&

岁女性的假阳性结果造成的活检率以及过度诊

断率相较于
C%

岁以上的人群更高!这种过度诊断带

来的伤害以及活检带来的生活以及心理上的伤害要

高于筛查带来的死亡率下降的益处!从
C%

岁开始筛

查是进行益处和弊端的综合考虑后得出的推荐意

见. 而
J==J

指南则倾向于将开始筛查的年龄设置

在
Q%

岁!并提出可以通过优化策略来减少筛查的危

害! 包括采用更新的成像方式以及更好的识别出那

些不会进展而威胁生命的病变从而避免过度诊断和

治疗!而非提高开始筛查的年龄来延迟这些问题.总

而言之! 对于筛查抱有积极态度的
J==J

指南和

UJ==

指南认为
Q%VQ&

岁女性乳腺癌筛查带来的死

防治工作'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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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370; # :Q/9+* (=7- 6)36!,+>+, +>)*+-2+

!

56+0+ )9 (-)!

@704 UTTU 27-9+-9(9 56/5 56+ )-5+0>+-5)7- )9 /==07=0)/5+W<

#

TGHFDT

"

1507-3 0+2744+-*/5)7- :H70 A6)26 56+ 5/9B @702+ )9 27-@)*+-5 56/5 56+ *+9)0/C,+

+@@+259 7@ /- )-5+0>+-5)7- 7(5A+)36 )59 (-*+9)0/C,+ +@@+259 :9507-3 0+2744+-*/5)7- @70 /- )-5+0>+-5)7-< 70 56/5 56+ (-*+9)0/C,+ +@@+259 7@ /- )-5+0>+-5)7-

7(5A+)36 )59 *+9)0/C,+ +@@+259:9507-3 0+2744+-*/5)7- /3/)-95 /- )-5+0>+-5)7-<W 8 9507-3 0+2744+-*/5)7- )4=,)+9 56/5 4795 =+7=,+ A),, C+ C+95 9+0>+* C;

56+ 0+2744+-*+* 27(09+ 7@ /25)7-W<

#

VT

"

1507-3 0+2744+-*/5)7-:K/; C+ /*7=5+* /9 =7,)2)+9 )- 4795 9)5(/5)7-9<

#

`UTT

"

'0/*+ QZ^:Q

"

G6+ C+-+@)5:470!

5/,)5; 0+*(25)7- +@@+25< 7(5A+)369 56+ *)9/*>/-5/3+

!

C(5 56+ *)@@+0+-2+ )9 94/,,+0 56/- S+2744+-*/5)7- 8

!

97 )5 )9 0+2744+-*+* 57 2/00; 7(5 27(-5+0!

4+/9(0+!5;=+ 920++-)-3 /-* >7,(-5/0; 920++-)-3W ^

"

G6+ C/,/-2+ C+5A++- C+-+@)59 /-* *)9/*>/-5/3+9 2/--75 C+ *+5+04)-+* C+2/(9+ 56+0+ )9 )-9(@@)2)+-5

+>)*+-2+ 57 *+5+04)-+ A6+56+0 70 -75 56+0+ )9 / 4705/,)5; 0+*(25)7- +@@+25W<

C

"

E1F1GH

"

'0/*+ Q :G6+ E1F1GH 0+2744+-*9 56+ 9+0>)2+W G6+0+ )9 6)36 2+05/)-5; 56/5 56+ -+5 C+-+@)5 )9 47*+0/5+ 70 56+0+ )9 47*+0/5+ 2+05/)-5; 56/5

56+ -+5 C+-+@)5 )9 47*+0/5+ 57 9(C95/-5)/,<

#

8T1

"

a(/,)@)+* 0+2744+-*/5)7- :G6+0+ )9 2,+/0 +>)*+-2+ 7@ C+-+@)5 C(5 ,+99 2+05/)-5; /C7(5 +)56+0 56+ C/,!

/-2+ 7@ C+-+@)59 /-* 6/049

!

70 /C7(5 =/5)+-59

&

>/,(+9 /-* =0+@+0+-2+9

!

A6)26 27(,* ,+/* 57 *)@@+0+-5 *+2)9)7-9<

#

UTTU

"

T/5+370; !8:Q/9+* (=7- ,7A+0!

,+>+, +>)*+-2+

!

56+0+ )9 (-)@704 UTTU 27-9+-9(9 56/5 56+ )-5+0>+-5)7- )9 /==07=0)/5+W<

#

TGHFDT

"

T7-*)5)7-/, 0+2744+-*/5)7- :H70 A6)26 56+ *+9)0/C,+

+@@+259 =07C/C,; 7(5A+)36 56+ (-*+9)0/C,+ +@@+259:27-*)5)7-/, 0+2744+-*/5)7- )- @/>7(0 7@ /- )-5+0>+-5)7-< 70 (-*+9)0/C,+ +@@+259 =07C/C,; 7(5A+)36 56+

*+9)0/C,+ +@@+259:27-*)5)7-/, 0+2744+-*/5)7- /3/)-95 /- )-5+0>+-5)7-< C(5 /==0+2)/C,+ (-2+05/)-5; +R)959W<

#

VT

"

T7-*)5)7-/, 0+2744+-*/5)7-:F7,)2;4/B!

)-3 A),, 0+b()0+ 9(C95/-5)/, *+C/5+ /-* )->7,>+4+-5 7@ >/0)7(9 95/B+67,*+09

!"#$% & '())"*+ ,- ./*%%0102 *%/,))%03"41,0. #+ 31--%*%04 #*%".4 /"0/%* 2(13%$10%. -,* 5,)%0 "4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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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率降低的益处大于筛查的弊端!推荐应从
'%

岁开

始进行筛查" 而
()*+,(

指南#

-.+.)*

指南则推荐

从
/%

岁开始筛查!其更加重视筛查带来的危害"

!

筛查间隔时间

在筛查间隔的时间上! 各个指南的建议也略有

不同" 目前尚无随机对照试验对于不同筛查间隔时

间的筛查效果是否有差异进行研究" 多数其他类型

的研究表明!较短的筛查间隔$

#

年%相较于较长的

筛查间隔$

!0$

年%可以减少乳腺癌的死亡率!而在

减少更多的乳腺癌死亡率的同时! 较短的筛查间隔

也会导致筛查的危害增加& 假阳性结果的增加造成

额外的乳房活检和心理伤害# 过度诊断以及检查所

带来的辐射'

$

!

#$

(

" 一项
!%#1

年的研究使用了
1

个完

善的模拟模型来合成新数据! 用来评估一般风险女

性从不同的年龄开始进行钼靶
2

射线摄影
3454!

467859:;

!

<=<

%筛查!筛查间隔时间分别为
#

年和

!

年的结果" 其结果显示!时间间隔为
!

年的筛查策

略乳腺癌死亡率降低的中位数能够达到时间间隔为

#

年筛查策略的
>&?@A0@B?$A

$不同策略和模型范

围为
1@?$A0&@?&A

%!然而能够减少过度诊断以及接

近一半的假阳性结果'

B'

(

"

C((C

指南更关注筛查益处! 多推荐间隔时间

较短!而
()*+,(

等指南更加重视较短的筛查间隔

带来的假阳性结果的增加而造成额外的乳房活检和

心理伤害#过度诊断以及检查所带来的辐射!故倾向

于减少筛查次数!将推荐间隔时间设为
!0$

年"

$

乳腺癌筛查方法

乳腺
2

射线摄影术
D

钼靶
2

射线摄影
E3<=<E

是

目前唯一有随机对照试验支持可以降低乳腺癌死亡

率的方法! 各个指南也均将
<=<

作为乳腺癌筛查

的主要手段"而对于超声成像检查
3FGH85I6FJK

!

-.E

和

磁共振成像检查
L457JMHNO 8MI6J5JOM N457NJ7

!

<PQE

!

各个指南均未推荐其作为常规的筛查手段"

钼靶筛查降低乳腺癌死亡率的证据充分"

!"B!

年英国乳腺癌筛查独立小组针对乳腺癌筛查的益处

进行了系统评价! 纳入了
BB

项高质量随机对照试

验!筛查手段为
<=<

!部分试验还对干预组进行了

乳腺自我检查$

R8M5IH IMGS MT54NJ5HN6J

!

U.V

%和临床

乳腺检查$

OGNJNO5G R8M5IH MT54NJ5HN6J

!

(UV

%!结果发

现随访
B$

年后!邀请筛查的女性相对于没有受邀的

女性乳腺癌死亡风险降低了
!%W

$

&/A(Q

&

BBA0

!>A

%

'

B/

(

"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的荟萃分析结果也显

示使用
<=<

筛查的干预组相较于对照组! 其乳腺

癌的死亡风险下降
B1A

$

&/A(Q

&

&A0!$A

%

'

B1

(

" 以上

研究结果均表明使用
<=<

在一般风险女性中进行

筛查可以降低乳腺癌死亡率"

关于
-.

#

()*+,(

指南和
XC((

指南均不推荐

单独使用
-.

以及
-.

与
<=<

结合使用作为筛查

手段!而其他指南中则没有提及" 目前尚无
-.

单独

作为乳腺癌筛查手段的随机对照试验! 而在日本进

行的
X!.)=P)

实验中招募了
>! &&@

位
'"0'&

岁无

症状妇女入组!干预组$

$1 @/&

人%进行常规
<=<

结合
-.

筛查!对照组$

$1 B$&

人%进行常规
<=<

筛

查" 初步结果显示!干预组与对照组相比!癌症检出

率更高'

B@'

$

"Y/%A

%

!ZI BB>

$

"Y$!A

%!

+["Y"""$

()灵

敏度更高 $

&BYBA

!

&/A(Q

&

@>Y!A0&/Y"A ZI >>Y"A

!

&/A(Q

&

>"Y$A0@$Y>A

)

+["Y"""'

%) 发现的早期癌症

$

"

#

B

期%更多'

B''

$

>BY$A

%

ZI!>&

$

/!Y"A

%!

+["Y"B&'

()

发现的间期癌更少'

B@

$

"Y"/A

%

ZI $/

$

"YB"A

%!

+["Y"$'

(!

但是特异性较低 '

@>Y>A

!

&/A (Q

&

@>Y$A0@@Y"A ZI

&BY'A

!

&/A(Q

&

&BYBA0&BY>A

)

+\"Y"""B

(" 虽然初步

结果显示在
<=<

筛查中联合
-.

筛查可以提高乳

腺癌的灵敏度和检出率! 不过该实验仍需要长期随

访以评估在
<=<

筛查中联合
-.

筛查能否降低乳

腺癌的死亡率"亚洲女性的乳房相对致密!日本和中

国的研究都显示! 对于乳腺致密的女性而言!

-.

相

较于
<=<

有更高的灵敏度和乳腺癌检出率! 但同

时会增加召回率和良性乳腺活检的几率'

B>]#@

(

" 但是

由于证据不足!

()*+,(

指南和
XC((

指南均不推

荐单独使用
-.

以及
-.

与
<=<

结合使用作为筛

查手段! 而其他指南也均未推荐
-.

或
-.

与
<=<

结合使用作为筛查手段"

对于
U.V

和
(UV

! 各个指南尚无统一的意见!

=(.

推荐不使用
(UV

!

()*+,(

建议不进行
(UV

和

U.V

!

C((C

推荐定期去临床专科门诊进行
(UV

以

及乳腺癌风险评估!

XC((

则推荐对于
'%01'

岁的

女性可以进行乳腺
2

线筛查结合
(UV

而不推荐单

独的
(UV

"

U.V

作为一种妇女可以私下自行进行的

防治工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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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副作用的乳腺癌筛查方法!具有简便易行"经济

等特点!但是在俄罗斯和中国进行的两项大型随机对

照试验中! 均未观察到
'()

组和对照组的死亡率有

显著性差异#

#&*!%

$

!各指南均未推荐女性进行
'()

%

而针对
+')

!各指南意见不一!

,+(

和
+-./0+

指南认为目前缺乏证据表明
+')

能够降低乳腺癌

死亡率! 并且有证据表明在常规
1,1

中结合
+')

会使假阳性率升高!故其推荐不使用
+')

%

2++2

指

南则认为高素质的临床医生可以通过
+')

发现乳

腺的异常!并且有较高的特异性!可以增加某些乳腺

癌&例如小叶癌'检出的可能性!故其推荐
3%453

岁

一般风险女性进行
+')

%

3

对中国乳腺癌筛查方案的启示

目前中国主要的乳腺癌筛查指南包括 (中国抗

癌协会乳腺癌诊治指南与规范)

#

!#

$ 中的乳腺癌筛查

指南部分" 中国抗癌协会协同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制定的(中国女性

乳腺癌筛查指南)

#

!!

$ 以及国家癌症中心在
!%!#

年发

布了(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

!%!#

!北

京')

#

!$

$

% 以下将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女性乳腺癌筛

查与早诊早治指南&

!%!#

!北京')的内容进行讨论%

针对开始筛查年龄! 由于亚洲女性乳腺癌的流

行病学特征与欧美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不宜照

搬欧美国家的建议%与欧美国家相比!亚洲国家女性

乳腺癌平均发病年龄与发病高峰均较早! 中国女性

乳腺癌发病高峰年龄在
36466

岁之间 #

#7

$

!日本女性

的乳腺癌发病年龄曲线呈双峰分布!

3643&

岁是第

一高发年龄段!

5%453

岁是第二高发年龄段#

#7

$

% 中国

和日本女性在发病高峰年龄之后! 其乳腺癌发病率

开始逐渐下降! 而欧美国家女性的乳腺癌发病率则

随年龄呈逐渐上升趋势!其发病高峰年龄在
66

岁之

后%相较于亚洲女性!欧美国家女性乳腺癌发病高峰

年龄平均推迟了
#%

年以上#

#7

$

%

对于乳腺癌的开始筛查年龄! 日本
82++

推荐

从
3%

岁开始
1,1

结合
+')

!这与
2++2

指南推荐

的开始筛查年龄相同! 与其他指南推荐的筛查开始

年龄相比较为提前! 符合东亚女性的乳腺癌发病年

龄特征% 而 (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

&

!%!#

!北京')制定的专家共识会议中综合考虑我国

女性乳腺癌发病年龄流行病学特征" 相关危险因素

和卫生经济学现况后!推荐一般风险女性从
36

岁开

始进行乳腺癌筛查%

在筛查方法的推荐上!(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与

早诊早治指南&

!%!#

!北京')推荐单独使用
1,1

"单

独使用
9(

以及对于致密性乳腺女性使用
1,1

联

合
9(

进行筛查!与欧美国家指南主要使用
1,1

进

行筛查的推荐有所差异% 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女

性的乳房相对致密! 会影响
1,1

的灵敏度和乳腺

癌检出率%

9(

相较于
1,1

!具有无辐射以及费用低

的优势! 且对于乳腺致密的女性!

9(

有更高的灵敏

度和乳腺癌检出率! 但同时
9(

会增加召回率和良

性乳腺活检的机率 #

#7*#:

$

"需要经验丰富的医师来进

行操作以及结果不可复现% 目前尚无大量研究证明

单独使用
9(

进行筛查可以有效地降低乳腺癌的死

亡率!我国应着手开展相关的随机对照试验!科学评

估不同筛查方法在中国人群中降低死亡率的有效

性!从而制定相应的筛查方案%

综上所述!各指南在筛查方法上观点一致!均推

荐
1,1

作为主要的筛查手段% 而在开始筛查年龄

和筛查间隔时间方面!各个指南意见不一!对于筛查

益处更加看重的指南认为应从
3%

岁开始每年进行

筛查!而更加重视筛查弊端&过度诊断"假阳性结果'

的指南则认为应从
6%

岁开始每
!4$

年进行筛查%

与欧美国家相比! 我国女性乳腺癌发病率相对

较低!乳腺癌平均发病年龄与发病高峰均较早!乳腺

致密程度更高% 在借鉴欧美和东亚国家的筛查经验

的同时!应积极开展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积累不同

筛查方案对于具有不同特征中国女性的有效性证据!

提高我国乳腺癌筛查方案的科学性%同时我国由于城

乡经济差距较大!在制定筛查计划时也应考虑到当地

的卫生服务能力和资源!采取适宜的筛查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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