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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威部门估计，我国每年用于
肺癌诊疗的费用在400元亿至500
亿元。倘若使我国25%的肺癌患者
在癌前病变、原位癌或IA期阶段就
接受确诊，每年有望减少肺癌诊疗费
用20亿元至30亿元，并增加社会产
值50亿元到100亿元。可见，肺癌
筛查是一种更符合卫生经济学的成
本效益原则的方法。

重大疾病如癌症的治疗费用是

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容易导致“因
病返贫”“因病积贫”。据统计，晚期
肺癌患者治疗费用至少是早期治疗
费用的2倍。因此，癌症早期筛查、
早期治疗，可以大大降低国家和个人
的医疗支出负担。

泰安市民梅虹是“AI肺计划”直
接受益者之一。梅虹，58岁，生活中
注重养生和轻度锻炼，平时只进行普
通的体检，却不知肺癌这个“隐形杀

手”已悄悄逼近了自己。
11月初，梅虹参加了泰安市万人

肺癌早期筛查公益项目，自己和家庭
的命运因此得以改写。根据筛查结
果，梅虹的肺结节高度疑似早期肺癌
（术前诊断），数日后入院进行胸腔镜
下肺段切除术（术后诊断为右肺上叶
原位腺癌）。

“AI肺计划”将肿瘤扼杀在“摇
篮”里，挽救了梅虹的生命。手术后，

主刀医生告诉梅虹，幸亏及早发现，
及时切除了肺部病灶，否则后果不堪
设想。目前，梅虹已经出院，恢复不
错，未出现异常情况。

梅虹说：“近期，我把肺癌的知识
学习了一遍，更加明白了筛查项目的
意义。政府发起的项目救我一命，让
我受益匪浅。完全康复后，我想以亲
身经历唤起大家对癌症预防的重视。
早筛早诊早治，于人于己都有好处。”

惠及万名泰安市民

泰安积极探索肺癌筛查新模式

近日，记者采访了点内（上
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
始人、点泰（泰安）人工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监事长金胜昔。金
胜昔对肺癌早筛的背景和意
义、肺癌早筛的现状和难点、人
工智能技术在肺癌早筛早诊早
治中的应用以及什么是“AI肺
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肺癌早筛的背景和意义

金胜昔表示，肺癌已成为
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
性肿瘤，占我国恶性肿瘤总死
亡率的1/4，是威胁人们健康的
头号杀手，其5年总体生存率仅
为16%。国家卫健委在《关于
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
施方案》中明确指出：提升癌症
筛查、早诊早治，才是提高肿瘤
疗效、预防癌症最有效的手
段。对于小于1公分的微小肺
癌，经过早诊断、早治疗，其5—
10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100%。

肺癌早筛的现状和难点

金胜昔说，规范开展肺癌
筛查，使更多的肺癌患者在早
期得到精准诊治，成为近来肺
癌研究的热点。美国国家肺部
筛查试验（NLST）研究显示：筛
查能使肺癌死亡率降低约
20.3%，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
数据，被公认为是近10年来最
重大的肺癌研究成果。我国由
上海市胸科医院牵头的肺癌筛
查研究，同样使早期肺癌（I期）
的诊断率达90%以上，有效降
低了肺癌死亡率。通过筛查检
出的早期肺癌患者，可以通过
微创手术切除治愈，无需进一
步放疗和化疗。因此，利用低
剂量螺旋CT开展肺癌筛查有

望使肺癌患者群体的分期前
移。然而，在肺癌早期筛查过
程中，庞大医疗数据的产生以
及影像医师资源的匮乏，使人
工阅片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人工智能技术在肺癌
早筛早诊早治中的应用

金胜昔介绍，人工智能技
术在医学影像辅助诊断中，可
以辅助临床影像医师阅片以及
对早期肺癌进行筛选，极大地
提高了医生的工作效率，减少
了漏诊和误诊，大幅提升了基
层医院对肺小结节的诊断水
平。上海点内科技运用人工智
能技术，依托国内知名的肺癌
诊疗MDT专家团队，针对肺
癌的筛查、辅助诊断、随访管理
及手术辅助决策提供了系统性
的管理工作，大大提升了筛诊
疗访的效率，对不同结节人群
提供了个性化的诊疗方案。

什么是“AI肺计划”

金胜昔介绍，“AI肺计划”
以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
院呼吸科主任韩宝惠提出的
早期肺癌筛查技术为指导，利
用人工智能技术及液体活检等
多组学方法，计划在我国进行
50万人的社区高危人群肺癌
早筛，探索符合中国实际情况
的肺癌筛查路径和体系，建立
肺癌高危人群数据库，使I、II
期早期肺癌诊断率提高约
30%，肺癌死亡率下降约20%，
实现肺部肿瘤的关口前移、早
诊早治，慢病化管理。同时，建
立肺癌早筛早诊早治的分级诊
疗体系，提升基层医生的诊疗
水平，让广大基层群众能够在
当地享受全国优质医疗服务。

泰安市是一座千年古城，因泰
山而得名，“泰山安则四海皆安”，寓
国泰民安之意，泰安依泰山而建，山
城一体，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对外
开放旅游城市。

与其他城市一样，美丽的泰安
城内隐藏着一个“隐形杀手”——癌
症。对于一些泰安市民而言，癌症
总是来得很突然。有专家认为，泰
安不少市民群众没有定期体检意
识，等真正出现症状的时候才去医
院，结果发现就是晚期。

肺癌是泰安最大的“隐形杀
手”。根据泰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的《2014—2018年泰安市肺癌死

亡率变化分析》（以下简称《分
析》），2014—2018 年，泰安因肺癌
死亡人数为17184人，当地肺癌死
亡率居恶性肿瘤死亡首位。患肺癌
的泰安市民疾病负担沉重，应将预
防重点放在男性人群、城市人群及
高年龄人群。

《分析》还指出，近年来，泰安市
肺癌流行趋势已有所下降，与近年
来政府加大环保治理力度、医院诊
疗水平提升、癌症术后存活率提高
等有关。

要进一步降低泰安市肺癌流行
趋势，必须“治未病”，必须进行早筛
早诊早治。对此，泰安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勾画了清晰的癌症防治行
动“路线图”，大力推进“以治病为中
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整
合全市医疗资源，集合医疗、卫生、健
康、科技、产业等各界力量，健全癌症
筛查长效机制，开展癌症筛查试点工
作，持续加强癌症防治体系建设，全
市癌症防治工作水平持续提升。

针对肺癌，泰安市卫生健康委
谋划开展了“早筛早诊早治”等科普
宣传工作，围绕肺癌多学科规范化
诊疗，有针对性地开展各项工作，积
极探索肺癌筛查新模式。今年10月
12日，由市卫健委、泰安高新区管委
会发起的“AI肺计划”泰安市万人肺

癌早期筛查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旨
在通过对泰安本地高风险人群进行
人工智能筛查，推动肺癌早诊早治，
践行健康中国战略，同时引导公众
树立正确的肺癌防治意识，提高全
民健康水平。

“AI肺计划”目前已在泰安5大
医院落地。项目背后，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胸科医院呼吸科主任韩宝
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
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李辉、复旦大学
附属华东医院张国桢等国内高级医
疗专家进行悉心指导，并采取先进
的“AI人工智能”方式以及选择性采
用“液体活检”开展肺癌筛查。

“幸好早发现早开刀，免去了我遭受癌症的苦楚，也令我的家庭没有因病致贫。”泰安市
民梅虹（化名）因为早筛查早诊断，及时切除了肺肿瘤。梅虹正是“AI肺计划”泰安市万人肺
癌早期筛查公益项目的受益者之一。

近年来，泰安市大力推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积极探索癌症筛
查新模式。“AI肺计划”泰安市万人肺癌早期筛查公益活动的落地推进，标志着当地癌症防
治工作水平持续提升。

这项惠及泰安万名市民的民生项目背后，是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国内顶级医疗专家的
悉心指导和推进，以及泰安当地大型医院的通力合作。项目以解决临床遇到的难题为出发
点，确保“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落到实处，真正惠及市民群众，从点到面，从泰安辐射全国，加
快推进癌症早诊早治策略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推广，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万人肺癌早期筛查进行时 泰安朋友圈被“AI肺计划”刷屏

“AI肺计划”由泰安市卫健委、泰
安高新区管委会、泰安高新区慈善协
会发起，由韩宝惠教授进行技术指导，
得到点内（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肺癌人工智能诊疗一体化平台”解决
方案支持，是首个专项用于万名泰安
本地高风险人群的人工智能筛查项
目，为当地医疗筛查及肺癌诊治工作
提供有力支持。

该项目将人工智能、肺癌肿瘤大
数据和基因检测相结合，实现肺癌单
病种、全病程的一体化诊疗解决方案，
是肺癌筛查领域的人工智能高科技创

新项目。
目前，“AI肺计划”已经在山东第

一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九六〇医院泰安医疗区、山
东省泰山医院（山东省泰山疗养院）、
泰安市中医医院和泰安市肿瘤防治院
落地。活动启动后，年龄在45-75岁
之间的泰安居民如果有长期吸烟史或
二手烟接触史、个人肿瘤史、直系亲属
肺癌家族史、肺部疾病史（如慢阻肺、
肺结核或肺纤维化等肺部慢性疾病）、
工作中常接触致癌物质（如石棉、辐
射、二氧化硅等），且近两年没有做过

胸部CT检查的，可参加“AI肺计划”，
预约以上5家医院中的任何一家，进
行免费的低剂量螺旋CT（以下简称

“LDCT”）检查。
在活动中，各院采用人工智能技

术辅助医生准确诊断早期肺癌，判断
恶性风险程度，预测病理类型；提供多
学科（MDT）联合会诊，精准指导处理
意见；所有肺结节人群都采用专门辅
助管理软件系统进行全程随访管理。

“AI肺计划”得到泰安居民的积
极响应和拥护。岱岳区居民陈华娜表
示：“9月初以来，我印象最深的是‘AI

肺计划’在微信朋友圈刷屏，不少朋友
争相传播这一好消息，我身边的亲戚
朋友纷纷预约筛查。”

目前，泰安五家特邀筛查医院的
LDCT正在免费预约筛查中，参与人
数众多，需要提前预约。

自11月1日开始筛查截至11月
21日，“AI肺计划”共完成CT筛查
811例，其存在不同程度结节336例，
占比达41.43%，已纳入点内科技随访
管理；有14人疑似恶性，截至发稿时，
4人已完成手术治疗，其余正在制订
治疗方案。

目前，我国肺癌筛查率仍较低，存
在CT阅片数量激增、人工阅片耗时
长、各地区医疗资源难以同质化、医师
资源比较短缺等问题。若要全面推进
肺癌防治工作，提高肺癌的早诊率，需
要展开新的探索，利用创新技术赋能
肺癌筛查。

因此，采用无创的方式准确判断
肺结节的良恶性是目前研究的难点及
热点。泰安市“AI肺计划”首次采用
影像学和液体活检相结合，相辅相成，
可以为肺小结节良恶性鉴别诊断提供
多层次信息的解决方案，率先探索出

一套符合泰安市肺癌筛查的有效方法
和筛查路径。

对此，韩宝惠教授说：“应用
LDCT筛查可以提高74.1%的早期肺
癌诊断率；通过LDCT结合AI人工智
能等其他先进技术的辅助，探索出肺
癌筛查路径和体系，建立肺癌高危人
群数据库，可使I、II期早期肺癌诊断
率提高约30%，肺癌死亡率下降约
20%。另外，采用多组学联合技术，包
括液体活检中代谢组学、基因组学、表
观遗传组学、蛋白组学等多组学的生
命大数据，建立人工智能模型，能够优

化与完善早期肺癌临床诊疗，实现肺
癌精准诊疗。此次泰安万人肺癌筛查
采用了人工智能筛查+液体活检结合
的新筛查方式，有利于实现肺部肿瘤
的关口前移、早诊早治，慢病化管理。”

李辉教授介绍，美国国家肺部筛
查试验（NLST）研究显示，筛查能使
肺癌死亡率降低约20.3%，这个令人
瞩目的数据，被公认为是近10年来
最重大的肺癌研究成果。癌症筛查
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但不能照搬，要
结合我国国情进行创新，包括筛查技
术、开展模式、流程标准等方面。泰

安着力打造专业筛查公益项目，运用
AI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融合液体
活检技术，借助互联网应用技术体
系，联合顶级专家、学会、机构、企业
等各方力量，探索出肺癌筛查新模
式，经验值得借鉴。

张国桢教授认为，癌症诊疗技术
不断发展，给患者带来了希望。泰安
肺癌筛查也与时俱进，采取适时适宜
的筛查手段，融合多种创新技术，推出
创新理念和创新方法，提升人群筛查
效率和获益，让肺癌可控，让未来可
期，推动了全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专家谈模式创新 泰安肺癌筛查模式与时俱进

应用人工智能技术
建立早筛早诊早治分级诊疗体系
——专访点内（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金胜昔

①韩宝惠教授在泰安市万人肺癌早期筛查公益项
目启动会上致辞。
②泰安市万人肺癌早期筛查公益项目启动会公益
款项捐赠仪式。
③2021第三届中国模拟医学大会会场。
④泰安市万人肺癌早期筛查公益项目启动会启动
仪式。 通讯员 王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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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孟庆涛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赵鑫 通讯员 孟庆涛

■金胜昔在会上发言。 通讯员 王理 摄

创新筛查手段 让癌症早筛下沉到更多家庭

泰安建设癌症防治体系 打造专业筛查公益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