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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新技术”引发热议
“一滴血测癌症”靠谱吗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
用真理占领舆论高地

话题
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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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日，《“民间科学家”屡屡挑战真理，臆
想还是创新？》一文在新民邻声 !""话题板
块呈现后，引发热议，以下为部分网友评论：

#冯济民#科学来不得半点虚伪" 一切

科学的结论均来自千百次论证" #民间科学

家$只凭主观臆想便说三道四%妄发评论%误

导大众%应予指责"

#刘天林#科学是实实在在经得起历史

考验的% 假如给那些伪科学的制造者冠以民

间科学家称谓%不是玷污了真正的科学吗"

#颜建民#只怪#民间科学家$的#天方

夜谭$想象力太丰富了&但是科学的结论是经

过长期艰辛研究得来的"所以%我们要用真理

占领舆论的高地%使#民间科学家$没有误导

民众的市场"

#$%&'(储#能够对#民间科学家$的臆

想证伪即可%不必大惊小怪"一些科学的重大

进步也有臆想的成分% 牛顿就从苹果落地而

不是飞向空中展开臆想%从而发现万有引力"

科学的发展没有终点% 其每一次进步都是把

神话变成现实"

社区全媒体 盛燕丹

! ! ! !癌症的发病率不断上升，如何检测和
预防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大
部分癌症的治疗进程缓慢，很多癌症治疗
之难，部分原因可归结到发现时已经太
晚，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因此，医学界更
提倡癌症的早发现、早治疗。

最近，“滴血测癌”刷屏朋友圈，加上
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基因检测、"#$%&$
检测等，让癌症的检测手段一时间成为
热门话题。什么样的方法能早期发现癌
症？这些方法是否靠谱？癌症又该如何预
防呢？

$滴血测癌%不准确
一篇《重大突破！一滴血可测癌症 已

被批准临床使用》的文章前阵子在网上很
火，文章提到：“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罗
永章团队自主研发出了一种专门检测热
休克蛋白 '(!的试剂盒。患者只需取一
滴血，即可用于癌症病情监测和治疗效果
评价”。不少网友留言直呼，科技进步，癌
症检测便捷方便了。事后却有不少业内专
家辟谣称，“滴血测癌”作为媒体给出的概
括，并不准确。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血液科副主
任医师陈勤奋告诉记者，一滴血可以检测
癌症和血液可以检测癌症不是一个概念。
这样的表达方式会对大众造成误导效果，

认为仅仅靠一滴血就可以检测出癌症的
发生。所谓的“滴血测癌”，就是测血中的
“肿瘤标志物”，仅能检测患癌的风险。“肿
瘤标志物”的概念其实并不新鲜，简单点
说就是由恶性肿瘤细胞异常产生的物质，
或是肿瘤刺激人体产生的物质。最常见的
肿瘤标志物有 !)"（甲胎蛋白）、&)!（癌
胚抗原）、&!*+,（癌抗原 *+,）等等。单靠
抽血并不能够查出肿瘤，即便指标异常也
不代表一定患了癌症。

科学认识各检测手段
陈勤奋说，目前对于癌症检测的手

段主要有血液检查，影像检查（如 "#$-

&$、磁共振等）、内镜检查等。新型的技术
还有基因检测，可以发现特定基因片段
的突变情况，这也是目前社会各界追捧
的概念。
“癌症基因检测的结果显示检测的基

因有问题，不表明已经或者将会得癌症；
同理，即便检测出来完全没问题，也不能
保证‘癌症一定不找上你’。”华山医院肿
瘤科主任梁晓华教授说，癌症遗传基因检
测的结果如果呈阳性，仅表明未来有患某
种癌症的可能；但最终是否会患病，影响
因素有很多，包括生活习惯、环境、饮食等
各方面。目前，国内的基因检测已经起步，
但是用于预防性的检测还不多，主要是用

于肿瘤靶向治疗。
“试图用一种手段一劳永逸地发现所

有早期癌症，目前尚不可能做到；以上手
段均无法 *((.确定是否患癌，因为医学
上有所谓‘假阳性’和‘假阴性’之说。”陈
勤奋解释称，源于检查手段的局限性，就
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是癌症的病
人，被诊断成癌症了；或者反过来，本来病
了却成为“漏网之鱼”。

积极预防癌症更关键
陈勤奋认为，检测新技术固然给疾病

的诊断和治疗带来曙光，但就目前来说，
全球公认的癌症诊断金标准还是依据病
理学检测结果。对于普通市民来说，与其
痴迷于一些“新技术”，还不如更加重视一
些早期的“体征”。癌症不是突然发生的，
从细胞突变到癌细胞形成，再发展到肿
块，需要一定的时间。大量临床实践证明，
恶性肿瘤的预防关键在于是否能做到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梁晓华也说，如果家族有特定的遗传

性疾病，或者不考虑经济问题，可以考虑
做基因检测；正常人群应当重视定期的常
规体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调整饮食
结构、积极参加锻炼，保持良好的心态，同
样可以起到预防癌症的作用。

本报记者 左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