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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与目的  肺癌是导致中国癌症死亡的首要原因。已有的研究证明低剂量螺旋CT在肺癌高危

人群进行肺癌筛查能降低20%的肺癌死亡。本研究的目的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肺癌筛查指南。方法  由国家

卫计委任命的中国肺癌早诊早治专家组专家及部分非专家组专家，包括：4名胸外科专家、4名胸部影像学专

家、2名肿瘤学专家、2名肺内科专家、2名病理学专家和2名流行病学专家，共同参与了本指南的制定工作。

专家们在系统评价了美国NLST和中国农村肺癌LDCT筛查结果及经验，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共同推荐了

本肺癌筛查指南。结果  本指南推荐的肺癌高危人群为：年龄50岁-74岁；吸烟20包/年，或者戒烟5年。参与

肺癌LDCT筛查前，需要获得筛查者的知情同意。肺癌筛查需与健康教育结合，向患者宣传吸烟对健康的危

害。因此，健康教育应该整合到肺癌筛查全过程，以便帮助患者戒烟。结论  LDCT筛查能降低肺癌死亡率，

本指南推荐中国肺癌高危人群进行LDCT筛查。但是，未来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包括LDCT联合生物标志物

用于肺癌筛查的研究，以优化肺癌LDCT筛查方法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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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  Lung cancer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cancer-related death in China. The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using annual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LDCT) in specific high-risk 
groups demonstrated a 20% reduction in lung cancer mortality. The aim of tihs study is to establish the China National 
lung cancer screening guidelines for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The China lung cancer early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expert group (CLCEDTEG) established the China National Lung Cancer Screening Guideline with multidisciplinary 
representation including 4 thoracic surgeons, 4 thoracic radiologists, 2 medical oncologists, 2 pulmonologists, 2 
pathologist, and 2 epidemiologist. Members have engaged in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s regarding lung cancer 
screening and clinical care of patients with at risk for lung cancer. The expert group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including 
screening tr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nd China, and discussed local best clinical practices in the China. 
A consensus-based guidelines, China National Lung Cancer Screening Guideline (CNLCSG), was recommended by 
CLCEDTEG appoint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based on results of the National 
Lung Screening Trial, systematic review of evidence related to LDCT screening, and protocol of lung cancer screening 
program conducted in rural China. Results  Annual lung cancer screening with LDCT is recommended for high risk 
individuals aged 50-74 years who have at least a 20 pack-year smoking history and who currently smoke or have quit 
within the past five years. Individualized decision making should be conducted before LDCT screening. LDCT screen-
ing also represents an opportunity to educate patients as to the health risks of smoking; thus, education should be inte-
grated into the screening process in order to assist smoking cessation. Conclusion  A lung cancer screening guideline is 
recommended for the high-risk population in China. Additional research , including LDCT combined with biomarkers, 
is needed to optimize the approach to low-dose CT screening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Lung neoplasms; Guideline; Screening; LDCT; High risk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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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全球癌症死亡的首位原因 [1]。由于人口老

龄化和空气污染呈不断加重趋势，且吸烟率居高不

下，自21世纪初期，肺癌已成为我国死亡率最高的恶

性肿瘤 [ 2 , 3 ]。2 0 1 5年，我国肺癌的发病和死亡例数分

别达733,300人和610,200人，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接

近，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临床诊断病例多已为晚期，失

去了手术机会。肺癌预后极差，我国肺癌的5年生存

率仅为16.1%[4]。因此，肺癌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是

提高肺癌生存、降低肺癌死亡率的重要措施[5]。

2011年，美国国家肺癌筛查试验（National Lung 

Screening Trial, NLST）结果表明，在高危人群中，与

X线胸片比较，低剂量螺旋CT（L 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LDCT）可降低20%的肺癌死亡率，这是

首次由随机对照试验（R an d o m i zed  co nt rol l ed  t ra i l , 

RCT）显示肺癌可从筛查中获益 [5]。基于此研究的结

果，国际学术组织及国外多家医疗机构已建议在高危

人群中开展低剂量螺旋CT筛查，并制定了相应的肺

癌筛查指南 [6-14]。鉴于肺癌严重的疾病负担，我国于

2009年在国家医改重大专项“农村癌症早诊早治”项

目中将肺癌纳入试点，启动了我国肺癌高危人群筛查

工作。目前已涵盖6个省/直辖市的11个肺癌高危人群

筛查项目点，每年在20,000多肺癌高危人群中开展了

肺癌LDCT筛查，显著提高了早期肺癌检出率，使我们

国家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肺癌筛查早诊早治研究[15]。

此外，2012年启动的城市早诊早治项目中也包括了肺

癌的高危人群筛查[16]。因此，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肺

癌筛查方案也是亟需解决的问题。2015年，我们基于

NLST的研究结果及我国肺癌筛查技术方案制定了中

国低剂量螺旋CT肺癌筛查指南（2015版） [17]。本研

究根据我国农村肺癌高危人群筛查项目实践经验，对

该指南进行重新修订，以适应国内外肺癌筛查进展。

1    背景

近几十年来，肺癌是我国发病和死亡增长最快的

恶性肿瘤。根据我国三次死因调查的结果，我国肺癌

的年龄标化死亡率从1973年-1975年间的7.30/100,000

增至2004年-2005年间的27.62/100,000。据估计，2015

年我国肺癌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占全部肿瘤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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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死亡的17.1%和21.7%[18]。总体而言，我国肺癌的发

病和死亡率，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但近年

来这种差别正在逐渐缩小。1989年-2008年间，城乡间

的肺癌发病率比从2.07降至1.14，而男女发病率比则

从2.47降至2.28 [19]。随着我国肺癌发病率的增高，我

国肺癌的住院患者也不断增多。1996年，我国肺癌住

院患者为142,674例，而在2005年则达364,484例。相

应地，肺癌的治疗费用也从1999年的15.47亿元，增至

2005年的37.99亿元，年增长率达16.15%[20]。因此，肺

癌已成为我国危害最为严重的恶性肿瘤，肺癌的防治

已成为我国癌症防治的重中之重。

戒烟和控制空气污染是我国目前肺癌一级预防中

最重要的两项措施。大量的研究已经表明，戒烟可降

低肺癌的发病危险。我国也于2006年签署了《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并在2012发布了《中国烟草控制规划

（2012-2015）》。但近二十年来，我国成年男性吸烟

率仍居高不下，而绝大部分吸烟者戒烟的意愿仍较低。

因此，通过戒烟来降低肺癌死亡率的效果需要至少几十

年才能显现[21]。与此类似，我国目前已开始了大气污染

的治理，但降低肺癌死亡率的效果仍需时日。

X线胸片和痰细胞学检查曾是最常见的肺癌筛查

试验。早期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X线胸片可显著提高

肺癌的早期检出率、生存率，却并未显示可降低肺癌

的死亡率，但这些研究因研究方法学上的缺陷而具有

争议[22]。美国在前列腺、肺癌、结直肠和卵巢癌筛查

试验（Prostate, Lung, Colorectal and Ovarian, PLCO）

中对X线胸片筛查的效果再次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X

线胸片筛查不能降低肺癌的死亡率[23]。

自 2 0 世纪 9 0 年代起，美国、日本等国家开始对

LDCT在肺癌筛查中的作用进行评估，发现LDCT较X

线胸片可更为显著地检出早期肺癌，且检出肺癌的生

存率极佳[24]。基于这些结果，欧美国家开展了多项随

机对照试验来评价LDCT是否可降低肺癌死亡率这一

金标准。其中，美国NLST是最大的一项，其研究结

果表明，经过三轮筛查后，与X线胸片相比，在高危

人群中LDCT筛查可降低20%的肺癌死亡率[5]。

我国开展的以人群为基础的大规模肺癌筛查是云

锡矿工筛查[25]。云南省个旧市是亚洲最大的锡工业所

在地,个旧男性肺癌死亡居全国之首。云锡矿工筛查显

著提高了早期肺癌检出率和生存率，但因没有对照，

同样不能评价X线胸片联合痰细胞学能否降低肺癌死

亡率。鉴于我国肺癌的疾病负担日益增加，我国分别于

2009年和2012年将肺癌纳入了农村和城市癌症早诊早治

项目，并使肺癌高危人群早期肺癌的检出率显著提高。

2    材料和方法

本指南由我国国家卫计委肺癌早诊早治专家组及

部分从事肺癌临床工作的专家基于2011年肺癌早诊早

治技术方案和2015年肺癌筛查指南进行的修订。肺癌

早诊早治专家组成员由国家卫计委指定，专业背景涵

盖胸外科、肿瘤内科、影像学、病理学、流行病学等

学科。

同 2 0 1 5 年指南类似，本指南仍基于以下研究结

果制订，包括：N L ST筛查试验、L D CT筛查系统评

价、中国LDCT筛查实践，特别是农村肺癌早诊早治

项目 [ 5 , 1 7 , 2 6 , 2 7 ]；国外筛查指南，包括美国胸外科学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 AATS）、

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U. S. Prevent i ve  Ser v i ce s  Ta s k 

Fo r c e ,  U P S T F ） 、 美 国 肺 脏 协 会 （ A m e r i c a n  L u n g 

A ssoc iat ion,  A L A）、美国胸科医师学会（A mer ican 

Col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ACCP）、美国癌症学会

（A m e r i c a n  Ca n c e r  S o c i e t y,  ACS）、美国国家综合

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 

NCCN）等机构的肺癌筛查指南[28]。

为 制 定 基 于 证 据 的 肺 癌 筛 查 指 南 ， 在 N L S T 研

究 结 果 发 表 后 ， A C S 、 A C C P 、 美 国 临 床 肿 瘤 学 会

（American Societ y of  Clinical  Oncolog y,  A SCO）和

NCCN对LD CT肺癌筛查进行了一项系统评价。通过

文献检索，研究从591篇文献筛选纳入了8项随机对照

试验和13项队列研究。基于纳入的研究，对下列4个

关键问题进行了评估：LDCT筛查可能的获益；LDCT

筛查潜在的危害；可能获益的人群；有效筛查的背

景。此系统评价专家组认为此综合性的系统评价可为

LDCT筛查指南提供证据基础。

中国农村肺癌早诊早治项目自2010年启动，目前

已包括6个省/直辖市的11个项目点，基线筛查和年度

筛查的早期肺癌检出率显著高于项目点当地医院的肺

癌临床分期。我们主要在此项目点的技术方案修订的

基础上对2015年肺癌筛查方案进行修订。

3    结果

3 . 1   L D CT 扫描参数  本指南建议为：（ 1 ）采用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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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CT容积扫描技术，依据受试者体重，管电压采用

100 KVp -140 KVp；管电流<60 mA s。总辐射暴露剂

量≤5 mSv。（2）扫描范围从肺尖到肋膈角（包括全

部肺），患者吸气末一次屏气完成扫描。（3）扫描

后原始数据行薄层重建，重建层厚为0 . 6 2 5  m m - 1 . 2 5 

mm。为方便进行计算机辅助检测及容积分析，建议

层间有20%-30%重叠。（4）薄层重建算法建议采用软

组织密度或肺算法，不建议采用高分辨率骨算法，引

起对软件容积分析重复性影响较大。（5）肺结节的

检测建议将薄层图像进行三维重建，采用最大密度投

影（Maximum intensif y projection, MIP）重建，有助

于结节的检出及结节形态的观察。推荐应用计算机辅

助检测（Computer Aided Design, CAD）软件结合人工

阅片，提高结节检出率。

3.2   高危人群的选择及筛查间隔  在上述的系统纳入

的RCT中，筛查的开始年龄和停止年龄分别介于47岁

-60岁和69岁-80岁之间，吸烟量介于15包年-30包年，

戒烟最短时间为10年。目前，尚无证据支持开始和停

止筛查的具体年龄。在目前唯一证明LDCT筛查有效

的NLST试验中，高危人群的纳入标准为：年龄为55

岁-74岁，至少有30包/年吸烟史，且如果戒烟，则戒烟

时间<15年。

在定义筛查的年龄区间时有几个问题需要考虑，

包括肺癌的年龄别发病率和预期寿命。在我国， 4 5

岁以下的肺癌年龄别发病率相对较低，但随后显著

增 加 ， 在 8 0 岁 - 8 4 岁 时 达 到 高 峰 。 我 国 男 性 在 5 0 岁

-54岁、55岁-59岁、60岁-64岁、65岁-69岁、70岁-74

岁、 75岁-79岁、80岁-84岁、8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发

病率分别为72、139、211、288、408、499、540、465

（1/105）[29]。2015年，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为76岁[30]。

此外，75岁-79岁时的预期寿命为9年，如此则只有一

半的中国人口预期可存活至84岁。很明显，肺癌的危

险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大，但由于老年人其他疾病的竞

争死亡风险及身体状况的不断下降，很难对年龄为75

岁或更大的老人参加LDCT筛查的获益和危害进行权

衡。

在8项RCT中，除N E L SO N试验外，其他研究的

LDCT筛查间隔均为1年，而NELSON试验中LDCT筛

查时间则为第1年、第2年和第4年。在队列研究中，

分别有1项筛查间隔为半年和2年，其他研究则均为每

年筛查1次。

基于这些数据，本指南建议参加年度性LD CT筛

查的个体为年龄介于50岁 -74岁之间的吸烟者，至少

有20包/年吸烟史，如已经戒烟则戒烟时间不得超过5

年。如果某些高发地区有其他重要的肺癌危险因素也

可作为筛选高危人群的条件，如宣威无通风或通风较

差室内燃煤年数≥15年；个旧项目点有10年或更长的

坑下作业或冶炼史。近5年有癌症病史（非黑色素性

皮肤癌、宫颈原位癌、局限性前列腺癌除外）、不能

耐受可能的肺癌切除手术或有严重影响生命疾病的个

体则不建议进行LDCT筛查。

3.3   低剂量螺旋CT筛查中结节的管理  在上述的RCT

或队列研究中，关于阳性结节的定义、不同特征结

节进一步检查的方法以及是否区分基线筛查和年度筛

查方面并不一致。然而，如何确定结节的最佳管理方

案来区分肺部良恶性质目前尚无定论。在NLST试验

中，直径4 mm及以上的结节需接受进一步检查。本指

南中，结节的管理方案采用了中国农村肺癌早诊早治

项目的技术方案。

3.3.1   阳性结节的定义   低剂量螺旋CT筛查发现的结

节可分为两大类：①肯定良性结节或钙化性结节；② 

不确定结节或非钙化性结节，此类结节根据结节性质

及大小确定随访原则，并根据随访中结节的生长特性

确定是否进行临床干预。

基线筛查：若实性结节或部分实性结节直径 ≥ 5 

mm，或非实性结节直径≥8 mm，或发现气管或/及支气

管可疑病变，或低剂量螺旋CT诊断为肺癌的肺部单

发、多发结节或肺癌包块，应当进入临床治疗程序则

定义为阳性。

年度筛查：发现新的非钙化性结节或气道病变，

或发现原有的结节增大或实性成分增加，则定义为阳

性。

3.3.2  结节管理和进一步诊断

3 . 3 . 2 . 1   基线筛查检出的结节（图 1 ）  CT 检查阴

性者，< 5  m m 的实性结节或部分实性结节，以及< 8 

mm的非实性结节：12个月后按计划进入下一年度的

L D CT复查。5  m m - 1 4  m m的实性结节或部分实性结

节，以及8 mm-14 mm非实性结节：筛查后3个月进行

LDCT复查。如果结节增大，由多学科高年资医师会

诊，决定是否进入临床治疗；如结节无变化，进入下

一年度LDCT复查。对于直径≥15 mm结节，有两种方

案：①由多学科高年资医师会诊，决定是否进入临

床治疗；②抗炎治疗5天-7天，休息1月后复查。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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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完全吸收，进入下一年度LDCTCT复查；如果结

节无变化，由多学科高年资医师会诊，决定是否进入

临床治疗；如果结节部分吸收，3个月后进行L D CT

复查，结节增大或无变化者，由多学科高年资医师会

诊，决定是否进入临床治疗；结节缩小或完全吸收

者，进入下一年度LDCT复查。

低剂量螺旋CT诊断为肺癌的肺部单发、多发结节

或肺癌包块，应当进入临床治疗程序。

LDCT筛查如发现气管或/及支气管可疑病变，应

进行临床干预，并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并在必要

时进一步随诊或者临床治疗。

3.3.2.2  年度筛查结节管理（图2）  对于年度LDCT

复查发现新的非钙化性结节，若结节直径≤3 mm，6

个月后LDCT复查；如果结节增大，由多学科高年资

医师会诊，决定是否进入临床治疗程序；如果不需要

临床治疗则进入下一年度LDCT复查；如果结节未增

大，按计划进入下一年度LDCT复查。

若结节直径>3 mm，3个月后LDCT复查若有必要

可先进行抗炎治疗，如果随诊中结节增大，由多学科

高年资医师会诊，决定是否进入临床治疗；如果结节

完全吸收，则进入下一年度LDCT复查；如果结节部

分吸收，于6个月后再行LDCT复查；如结节增大，由

多学科高年资医师会诊，决定是否进入临床治疗；如

果结节无增大，进入下一年度LDCT复查。

年度LD CT复查发现原有的肺部结节明显增大或

实性成分明显增多时，应进入临床治疗程序。

年度筛查中发现的气管或/及支气管可疑病变，

处理同基线筛查。

3.3.3  临床干预

临床干预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 . 低剂量螺旋 C T 检查发现气道病变者，应该施

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纤维支气管镜检查阳性，且适

合于外科手术治疗者，应当施行外科手术为主的多学

科综合治疗。纤维支气管镜检查阴性者，则进入下一

年度LDCT复查，或者根据不同情况3个月、6个月后

LDCT复查或者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2.低剂量螺旋CT诊断为肺癌或高度疑似肺癌者

1）低剂量螺旋CT筛查高度怀疑为肺癌的肺部阳

性结节者，应当由高年资的胸外科、肿瘤内科、呼吸

科和影像医学科医师集体会诊，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临

床治疗，以及采取什么方法进行治疗。对于适合于外

科手术治疗者，一定首选外科治疗。

2）低剂量螺旋CT诊断为肺癌的肺部单发、多发

结节或肺癌包块，应当进入临床治疗程序，经临床检

查适合外科手术治疗者，施行外科手术为主的多学科

综合治疗。

NS<8 mm
S/PS<5 mm

S/PS≥5 mm
NS≥8 mm

下年度
LDCT

≥15 mm

基
线

筛
查

气道病变

◆阴性
◆结节

临床干预

临床诊断
为肺癌

抗炎治疗1周，
1个月后CT

临床治疗

纤维支气管镜

部分吸收

未吸收

完全吸收

3个月后
LDCT

年度LDCT

阴性

阳性

下年度LDCT

多
学
科
会
诊

临床治疗

下年度LDCT

缩小或
完全吸收

下年度LDCT

无变化
或增大 多

学
科
会
诊

临床治疗

无需临床
治疗

下年度
LDCT

图 1  基线筛查流程及结节管理。NS：非实性结节；S：实性结节；PS：部分实性结节。

Fig 1  Baseline screening process and nodule management. *NS: Nonsolid nodule; S: Solid nodules; PS: Partial solid nodules. CT: computed tomogra-

phy; LDCT: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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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剂量螺旋CT诊断为肺癌或高度怀疑为肺癌的

肺部单发、多发结节或肺部包块，由于肿瘤原因、患

者心肺功能异常不能耐受外科手术治疗，或者患者本

人不愿意接受外科手术治疗者，为明确病变性质进行

的经皮肺穿刺活检标本送病理检查及肺癌驱动基因检

测。通过经皮肺穿刺活检明确诊断为肺癌者，应当给

予化疗为主的多学科综合治疗。

3.4  筛查与戒烟结合  多项研究表明，当LDCT筛查发

现异常后，肺癌筛查的参与可以给吸烟者戒烟提供机

会，建议其戒烟，但这种戒烟教育的效果目前尚无定

论 [31,32]。但有研究表明，戒烟与年度性LD CT筛查结

合可使LDCT筛查的成本效果增加20%-45%[33]。ACCP

指南中也强调了戒烟的必要性 [28]。因此，LDCT筛查

并非是要替代戒烟，而是要在LDCT筛查中开展戒烟

的宣传教育，将二者紧密结合进行。

3.5  知情同意与共同决策  虽然LDCT筛查可降低肺癌

死亡率，但其仍具有一些潜在的危害，如辐射危险和

过高的假阳性结果，进而导致不必要的有创检查。因

此，让适合参加筛查的高危个体充分了解LDCT筛查

的益处、局限性及潜在的危害非常重要。他们接受

LDCT筛查建议前应该与医生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对

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共同决策。

4    讨论

本指南与 2 0 1 5 年版指南比较，本版本主要在基

线筛查部分补充了LDCT诊断为肺癌的肺部单发、多

发结节或包块，以及明确了在何种情况下进行临床干

预。此外，也详细介绍了LDCT扫描参数。这主要是

考虑了我国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

存在较大差异，有必要根据不同的筛查结果给予特定

的随访或干预措施，从而使筛查和干预、治疗路径更

为明确。

多数LD CT筛查的研究根据年龄和吸烟量来选择

高危人群，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危险预测模

型可能有助于更为精准的筛选适合肺癌LDCT筛查的

高危个体 [34-36]。美国一项研究在利用PLCO试验对照

的数据建立一种肺癌危险预测模型，并在PLCO筛查

组和NLST参与者及美国50岁-80岁的吸烟者中进行了

验证，结果发现与USPSTF标准相比，基于模型选择

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可避免更多的肺癌死亡，并可降低

避免肺癌死亡所需的筛查人数[37]。NCCN和AATS肺癌

筛查指南中也考虑了其他危险因素。将来，需要进一

步构建和验证肺癌风险预测模型来提高筛查效果，降

低筛查费用。

当建议肺癌高危个体接受LD CT筛查时，也会产

年
度

筛
查

下年度LDCT

新发气道病变

阴性或上年度
结节无变化

上年度结节增大
或实性成分增多

新出现非钙化
结节，≤3 mm

新出现非钙化
结节，>3 mm

临床干预

临床治疗

3个月后
LDCT

纤维支气管镜

部分吸收

增大

完全吸收

阴性

阳性 多
学
科
会
诊

下年度LDCT

临床治疗

下年度LDCT

6个月后
LDCT

下年度LDCT

未增大

增大

下年度LDCT

下年度LDCT

多
学
科
会
诊

临床治疗

无需治疗

图 2  年度筛查流程及结节管理。NS: 非实性 S: 实性结节 PS: 部分实性结节。

Fig 2  Annual screening process and nodule management. *NS: Nonsolid nodule；S：Solid nodules；PS: Partial solid nodules. CT: computed tomog-

raphy; LDCT: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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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些潜在的危害 [ 1 1 ]。其中最突出的是假阳性率过

高；不必要且有创的检查，这可能导致患者的损伤；

焦虑以及医疗资源的浪费。在我们的筛查建议中，基

线筛查阳性结节的最小直径为5 mm，大于NLST试验

中的4 mm，这可在保证不影响早期肺癌检出的前提下

使结节检出阳性率降低20%。已有报道发现基于患者

个体及结节特征来预测筛查检出的肺结节为恶性的统

计模型[38]。基于年度筛查中结节的体积倍增时间在区

分结节的良恶性中也具有重要作用，这种方法已应用

于荷兰-比利时肺癌筛查试验（NELSON）[39]。将来，

我们也将根据这些试验的研究结果来修订本肺癌筛查

指南。

肺癌LD CT筛查另一个潜在的危害是辐射，特别

是对于肺癌发病危险较低的个体，更应该进行权衡。

有研究表明，年龄在50岁以下的人群中，归因于LDCT筛

查的死亡率的降低程度并未超过辐射的危险[40]。但对于

年龄为50岁或更大，且为现在或曾吸烟者（≥20包/年）

的肺癌高危个体中，因筛查而产生的死亡率获益大于

辐射致癌的危险[41]。CT设备和扫描参数设置中技术的

进步将会使辐射剂量更低，从而使肺癌LDCT筛查的

辐射危险进一步降低。

到目前为止，肺癌LD CT筛查引起的肺癌死亡率

的获益仅见于组织性筛查。因此，尚不推荐肺癌的机

会性筛查。与NL ST试验类似，其他多数RCT和队列

研究均在医学研究中心、大型医院中进行，研究团队

中包含多学科领域的专家，并制定了明确的纳入标准

和结节管理方案。由于不同国家间肺癌的流行情况、

医疗保健系统及人群对肺癌筛查的接受程度或依从性

并不相同，NL ST的研究结果能否在中国推广尚不明

确。一些机构已经建议，对于不同地区和国家，可开

展示范性项目来评估在本地区开展肺癌LDCT筛查的

可行性及相关的不确定性 [28]。中国已于2010年开展了

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的肺癌筛查示范项目来探讨在中

国开展肺癌LDCT筛查的可行性[15]。

分子标志物可能有助于鉴别可能因肺癌LD CT筛

查获益的肺癌高危人群，从而降低筛查费用，减少筛

查相关的危害。此外，分子标志物和肺癌LD CT筛查

的联合应用可能降低过高的假阳性结果 [42]。NLST试

验已经建立了包括血、痰和尿液样本的生物样品库，

以便发现和验证确定肺癌高危个体、区分结节良恶

性，以及预测肿瘤生物学行为的标志物[43]。但目前研

究中报道的大量肺癌早期标志物的诊断性能尚需基于

大样本量人群的前瞻性研究验证。

综上所述，目前肺癌已成为我国癌症死亡的首位

原因，且预后极差。肺癌LDCT筛查获益已得到随机

对照试验研究的证实。为使获益最大化并减少LDCT

所致伤害，肺癌LDCT筛查应以组织性筛查的方式开

展，并且肺癌高危个体在参加LDCT筛查之前，应与

医生或其他医疗专业人员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共同

决策。如何筛选高危人群，如何寻找LDCT筛查出的

肺部结节的最佳管理策略，是未来提高肺癌LDCT筛

查获益，减少潜在危害的关键环节，我国应在这些方

面积极开展相应的前瞻性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F e r l a y  J ,  S o e r j o m a t a r a m  I ,  D i k s h i t  R ,  e t  a l .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sources, methods and 

major patterns in GLOBOCAN 2012. Int J Cancer, 2015, 136(5):

E359-E386. doi: 10.1002 /ijc.29210

2 Zheng R ,  Z eng H,  Zhang S,  et  al .  Lung 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2010. Thorac Cancer, 2014, 5(4): 330-336. 

doi: 10.1111/1759-7714.12098

3 Chen W, Zheng R , Baade PD, et al .  Cancer statistics in China, 

2015. CA Cancer J Clin, 2016, 66(2): 115-132.

4 Z e n g  H ,  Z h e n g  R ,  G u o  Y,  e t  a l .  C a n c e r  s u r v i v a l  i n  C h i n a , 

2003-2005: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t J Cancer, 2015, 136(8): 

1921-1930. doi: 10.1002/ijc.29227

5 Aberle DR , Adams AM, Berg CD, et al. National Lung Screening 

Trial Research Team. Reduced lung-cancer mortality w ith low-

dose  computed tomographic  screening.  N Engl  J  Med ,  2011, 

365(5): 395-409. doi: 10.1056/NEJMoa1102873

6 Detterbeck FC,  Mazzone PJ,  Naidich DP,  et  al .  Screening for 

lung cancer.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lung cancer,  3 rd ed: 

American Col 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ev idence based cl 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Chest, 2013, 143: e78S-e92S. doi: 10.1378/

chest.12-2350

7 Ja k l i t s c h  M T,  Jac o b s o n  F L ,  A u s t i n  J H ,  e t  a l .  T h e  A m e r i c a n 

A ssoc iat ion for  Thorac ic  Surger y  g uidel ines  for  lung  cancer 

screening using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s for lung 

cancer survivors and other high-risk groups.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 144: 33-38. doi: 10.1016/j.jtcvs.2012.05.060

8 Fi e l d  J K ,  Sm i t h  R A ,  A b er l e  D R ,  e t  a l .  I A SLC  CT  Sc reen i ng 

Work shop 2011 Par ticipant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ung cancer computed tomography screening workshop. 

2011 report. J Thorac Oncol, 2012, 7(1): 10-19. doi: 10.1097/

JTO.0b013e31823c58ab

9 Wender  R ,  Fontham ET,  Barrera  E Jr,  et  al .  Amer ican Cancer 

Society lung cancer screening guidelines. CA Cancer J Clin, 2013, 

63(2): 107-117.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中国肺癌杂志 2 0 1 8 年 2 月第 2 1 卷第 2 期 Chin J  Lung Cancer,  Febr uar y 2018,  Vol .21,  No.2·74·

10 S m i t h  R A ,  M a n a s s a r a m - B a p t i s t e  D ,  B r o o k s  D ,  e t  a l . 

C a n c e r  s c r e e n i n g  i n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  2 0 1 5 :  a  r e v i e w  o f 

current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guidelines and current issues 

in cancer screening. CA Cancer J Clin, 2015, 65(1): 30-54. doi: 

10.3322/caac.21261

11 Moyer VA . Screening for lung cancer: U.S. Preventive Ser v ices 

Task Force recommendation statement. Ann Intern Med, 2014, 

160(5): 330-338. doi: 10.7326/M13-2771

12 Ja k l i t s c h  M T,  Jac o b s o n  F L ,  A u s t i n  J H ,  e t  a l .  T h e  A m e r i c a n 

A ssoc iat ion for  Thorac ic  Surger y  g uidel ines  for  lung  cancer 

screening using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s for lung 

cancer survivors and other high-risk groups.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 144(1): 33-38. doi: 10.1016/j.jtcvs.2012.05.060

13 Jacobson FL,  Aust in JH,  Field JK ,  et  al .  Development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 y guidelines for low-

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scans to screen for lung cancer in 

North America: recomme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oracic Surgery Task Force for Lung Cancer Screening and 

Surveillance.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12, 144(1): 25-32. doi: 

10.1016/j.jtcvs.2012.05.059

14 Wood DE, Kazerooni E, Baum SL, et al .  Lung cancer screening , 

version 1.2015: featured updates to the NCCN guidelines. J Natl 

Compr Canc Netw, 2015, 13(1): 23-34; quiz 34.

15 Z h o u  Q,  Fa n  Y,  W u  N ,  e t  a l .  D e m o n s t r a t i o n  p r o g r a m  o f 

populat ion-based lung cancer  screening  in  China:  R at ionale 

and study des ign.  Thorac  Cancer,  2014,  5(3):  197-203.  do i : 

10.1111/1759-7714.12078

16 Dai M, Shi JF, Li N. Designing and anticipating target of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urban cancer in China. Chin J Prev 

Med, 2013, 47(2): 179-182. [代敏 ,  石菊芳 ,  李霓 .  中国城市癌

症早诊早治项目设计及预期目标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 0 1 3 , 

47(2): 179-182.] doi: 10.3760/cma.j.issn.0253-9624.2013.02.018

17 Z h o u  Q H ,  Fa n  YG,  B u  H ,  e t  a l .  C h i n a  n at i o n a l  l u ng  c a n c e r 

s c r e e n i n g  g u i d e l i n e  w i t h  l o w - d o s e  c o m p u t e d  t o m o g r a p h y 

( 2 0 1 5  v e r s i o n) .  T h o r a c  Ca n c e r,  2 0 1 5 ,  6 ( 6 ) :  8 1 2 - 8 1 8 .  d o i : 

10.1111/1759-7714.12287

18 Zhi XY, Zou XN, Hu M, et  al .  Increased lung cancer mor tality 

rates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from 1973-1975 to 2004-2005: An 

adverse health effect from exposure to smoking. Cancer, 2015, 121 

Suppl 17: 3107-3112. doi: 10.1002/cncr.29603

19 Han RQ, Zheng RS, Zhang SW, et al. Trend analyses on differences 

of  lung cancer incidence bet ween gender,  area and average in 

China during 1989-2008. Zhongguo Fei Ai Za Zhi, 2013, 16(9): 

445-451. [韩仁强 ,  郑荣寿 ,  张思维 ,  等 .  1989年-2008年中国肺

癌发病性别、城乡差异及平均年龄趋势分析 .  中国肺癌杂志 , 

2013, 16(9): 445-451.] doi: 10.3779/j.issn.1009-3419.2013.09.02

20 Wang M, Wang YY, Guo B, et al .  Status quo and issues of direct 

i m pat i e n t  co s t  o f  l u ng  c a rc i n o ma  i n  Ch i na .  Ch i n e s e  Hea l t h 

Economics, 2007, 26(6): 59-62. [王梅 ,  王媛媛 ,  郭斌 ,  等 .  我国

肺癌疾病的直接住院费用负担现状及其问题 .  中国卫生经济 . 

2007, 26 (6): 59-62.]

21 Qian J,  Cai M, Gao J,  et  al .  Trends in smoking and quitt ing in 

China from 1993 to 2003: National Health Ser vice Sur vey data. 

Bull World Health Organ, 2010, 88(10): 769-776. doi: 10.2471/

BLT.09.064709

22 Fontana RS, Sanderson DR , Woolner LB, et al. Screening for lung 

cancer. A critique of the Mayo Lung Project. Cancer, 1991, 67(4 

Suppl): 1155-1164.

23 Oken M M, Hock ing WG, Kvale  PA ,  et  al .  Screening by chest 

r a d i o g r a p h  a n d  l u n g  c a n c e r  m o r t a l i t y :  t h e  Pr o s t a t e ,  L u n g , 

Colorectal, and Ovarian (PLCO) randomized trial. JAMA , 2011, 

306(17): 1865-1873. doi: 10.1001/jama.2011.1591

24 Henschke CI, Yankelevitz DF, Libby DM, et al.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stage I lung cancer detected on CT screening. N Engl J Med, 

2006, 355(17): 1763-1771.

25 Fan YG, Hu P, Jiang Y,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sputum atypia 

and lung cancer risk in an occupational cohort in Yunnan, China. 

Chest, 2009, 135(3): 778-785. doi: 10.1378/chest.08-1469

26 Bach PB, Mirkin JN, Oliver TK , et al .  Benefits and harms of CT 

screening for  lung cancer :  a  systemat ic  rev iew.  JA M A , 2012,  

307(22): 2418-2429. doi: 10.1001/jama.2012.5521

27 Z h o u  Q,  Q i ao  Y,  Wu  N,  e t  a l .  Pro to c o l  o f  l u ng  c a n c e r  ea r l y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In: Ministr 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 Protocol of Cancer Early Detection and 

Treatment (2011).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Press,  Bei j ing 

2011. 172-209.

28 Detterbeck FC,  Mazzone PJ,  Naidich DP,  et  al .  Screening for 

lung cancer: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lung cancer,  3rd ed: 

American Col lege of  Chest Physicians ev idence-based cl 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Chest, 2013, 143(5 Suppl): e78S-e92S. doi: 

10.1378/chest.12-2350

29 Z h e n g  R ,  Z e n g  H ,  Z u o  T,  e t  a l .  L u n g  c a n c e r  i n c i d e n c e  a n d 

mortality in China, 2011. Thorac Cancer, 2016, 7(1): 94-99. doi: 

10.1111/1759-7714.12286

30 Organization WH. Global Health Obser vator y DataRepositor y: 

Life Expectancy Data by Country. http://apps.who.int/gho/data/

view.main.SDG2016LEXv?lang=en.

31 Piñeiro B,  Simmons VN, Palmer AM, et  al .  Smoking cessation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s  w i t h i n  t h e  c o n t e x t  o f  L o w - D o s e  C o m p u t e d 

Tomography lung cancer screening : A systematic rev iew. Lung 

Cancer, 2016, 98(1): 91-98. doi: 10.1016/j.lungcan.2016.05.028

32 Tammemägi MC, Berg CD, Riley TL, et al. Impact of lung cancer 

screening results on smoking cessation. J Natl Cancer Inst, 2014, 

106(6): dju084. doi: 10.1093/jnci/dju084

33 Villanti AC, Jiang Y, Abrams DB, et al .  A cost-utility analysis of 

lung cancer screening and the additional benefits of incorporating 

smoking cessation interventions. PLoS One, 2013, 8(8): e71379. 

doi: 10.1371/journal.pone.0071379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75·中国肺癌杂志 2 0 1 8 年 2 月第 2 1 卷第 2 期 Chin J  Lung Cancer,  Febr uar y 2018,  Vol .21,  No.2

34 Muller DC, Johansson M, Brennan P. Lung cancer risk prediction 

model incorporating lung function: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in the UK biobank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J Clin Oncol, 2017, 

35(8): 861-869. doi: 10.1200/JCO.2016.69.2467

35 Tammemagi MC, Schmidt H, Martel S, et al. Participant selection 

for lung cancer screening by r isk modelling (the Pan-Canadian 

Early Detection of Lung Cancer [PanCan] study): a single-arm, 

prospective study. Lancet Oncol, 2017, 18(11): 1523-1531. doi: 

10.1016/S1470-2045(17)30597-1

36 Tammemägi MC. Application of r isk prediction models to lung 

cancer screening: a review. J Thorac Imaging, 2015, 30(2): 88-100. 

doi: 10.1097/RTI.0000000000000142

37 K at k i  H A ,  K o v a l c h i k  S A ,  B e r g  CD,  e t  a l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n d 

Validation of Risk Models to Select Ever- Smokers for CT Lung 

C a n c e r  S c r e e n i n g .  J A M A ,  2 0 1 6 ,  3 1 5 ( 2 1 ) :  2 3 0 0 - 2 3 1 1 .  d o i : 

10.1001/jama.2016.6255

38 Wa l te r  J E ,  He u v e l m a n s  M A ,  d e  Jo n g  PA ,  e t  a l .  O c c u r r e n c e 

and lung cancer probabi l ity of  new solid nodules at  incidence 

screening with low-dose CT: analysis of data from the randomised, 

controlled NELSON trial. Lancet Oncol, 2016, 17(7): 907-916. 

doi: 10.1016/S1470-2045(16)30069-9

39 Baldw in DR ,  Devaraj  A .  Lung cancer  r i sk  in  new pulmonar y 

nodules: implications for CT screening and nodule management. 

L a n c e t  O n c o l ,  2 0 1 6 ,  1 7 ( 7 ) :  8 4 9 - 8 5 0 .  d o i :  1 0 . 1 0 1 6 /

S1470-2045(16)30134-6

40 de González AB,  Kim KP,  Berg CD. Low-dose lung computed 

tomography screening before age 55: estimates of the mortality 

reduction required to outweigh the radiation-induced cancer risk. J 

Med Screen, 2008, 15(3): 153-158. doi: 10.1258/jms.2008.008052

41 Rampinelli C, De Marco P, Origgi D, et al.  Exposure to low dose 

co m p u ted  to m og raphy  f o r  l u ng  c an cer  sc reen i ng  an d  r i s k  o f 

cancer: secondary analysis of trial data and risk-benefit analysis. 

BMJ, 2017, 356: j347. doi: 10.1136/bmj.j347

42 Mazzone PJ, Sears CR , Arenberg DA , et al.  Evaluating molecular 

b iomarker s  for  the  ear ly  detect ion of  lung cancer :  w hen i s  a 

biomarker ready for clinical use? An Official American Thoracic 

Soc iet y  Pol ic y  Statement .  A m J  R espir  Cr it  Care  Med,  2017, 

196(7): e15-e29. doi: 10.1164/rccm.201708-1678ST

43 Patz EF, Caporaso NE, Dubinett SM, et al. National Lung Cancer 

Screening Trial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Imaging Network 

Spec imen Bioreposi tor y  or ig inat ing  f rom the  Contemporar y 

Screening for the Detection of Lung Cancer Trial (NLST, ACRIN 

6654): design, intent, and availability of specimens for validation 

o f  l u n g  c a n c e r  b i o m a r k e r s .  J  T h o r a c  O n c o l ,  2 0 1 0 ,  5 ( 1 0 ) : 

1502-1506. doi: 10.1097/JTO.0b013e3181f1c634

Cite this article as: Zhou QH, Fan YG, Wang Y, et al. China National Lung Cancer Screening Guideline with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2018 version). Zhongguo Fei Ai Za Zhi, 2018, 21(2): 67-75. [周清华, 范亚光, 王颖, 等. 中国肺癌低剂量螺旋CT筛查

指南（2018年版）. 中国肺癌杂志, 2018, 21(2): 67-75.] doi: 10.3779/j.issn.1009-3419.2018.02.01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目录（医脉通临床指南整理）
	摘要
	1 背景
	2 材料和方法
	3 结果
	3.1 LDCT扫描参数
	3.2 高危人群的选择及筛查间隔
	3.3 低剂量螺旋CT筛查中结节的管理

	4 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