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工作为人民:l九五八年
中国大规模筛查宫颈癌项目

〔美〕蒋菲婷 ( Tina Johnson)

促进现代医学发展的巨大努力，是 1958 年至 1960 年 “大跃进”运动一个鲜为人知的方面。
1958 年，大量医生和研究者为了诊断和治疗癌症组织起来，对全国各地约 1 亿人进行了癌症调查。

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超过 100万妇女接受了宫颈癌检查。宫颈癌所具有的显著特点———与其他癌
症相比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没有手术痛苦的诊断程序，以及良好的早期治疗预后———使它成为最理
想的筛查选项之一。这些先决条件符合“大跃进”期间中国共产党实施一项宏伟科学研究规划的意图。

背 景

20 世纪上半叶，宫颈癌是许多国家妇女癌症死亡的罪魁祸首①。在中国，根据 1959 年全国范围
的调查，宫颈癌是所有癌症中最常见的一种②。这种 “高患病率”似乎与当时大范围诊断筛查能够
发现更多病例有关。无论如何，这项统计被用于支撑如下断言: 宫颈癌是对妇女的一个显著威胁，

有必要进行诊断筛查。像乳腺癌一样，宫颈癌在其生长阶段具有明显症状。正如洛伊 ( Ilana Lowy)

所述: “对癌症导致的乳房急剧病变，或者子宫癌晚期的大量失血和大量阴道分泌物，很难视而不
见。”③ 等到胸部的癌性肿瘤症状明显时，治疗办法不多且结果不容乐观。在细针抽吸活检和核磁共
振成像成为诊断手段之前的数十年间，早期乳腺癌缺乏有效的诊断方法。④ 而宫颈癌如果发现得早，

是可以治疗的。而且不像胸部肿瘤需要经过手术活检才能确诊，子宫颈检查无须侵入式手术。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医学研究者巴巴尼古拉 ( George Papanicolaou) 已经发明了细胞学技术，可以在肿
瘤形成之前发现宫颈癌前病变细胞。到 40 年代，他在康奈尔大学医学中心完善了可以捕捉和检测
宫颈癌前病变的宫颈涂片检查规程。⑤ 子宫颈的癌性肿瘤和癌前病变比较容易去除，而且如果在肿
瘤尚未扩散到其他器官时发现它，手术切除有很大的成功机会。50 年代，宫颈癌的治疗方法不断增
加，其中包括放射疗法的不断改进———这得益于二战期间核反应堆的发明。

作为研究和发展的优先选项之一，癌症被纳入中国的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根据王作跃的
研究，这个规划是此后十年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太空探索项目的基础，同时是中央政府制定的一个
“计划科学” ( 类似 “计划经济”的概念) 蓝图，属于冷战时期中国与苏联、美国竞赛的一部分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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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内容之一是关于癌性肿瘤及其治疗的研究，尤其注重放射学、核医学和传统中医的技术发展①。

该规划还强调预防医学和初级保健对于促进群众健康、工人生产力和妇女健康的重要性。

为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的病理学和细胞学及众多附属学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快速成长。早在 20

年代，在世界各国细胞学、病理学和外科学领域的科学发现激励下，中国的医学从业者和科学家们
已经开启了癌症研究项目。1932 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医学机构———开设了中
国第一家癌症诊所。次年，中国医学协会对住院病人进行了一次肿瘤调查。② 北京协和医学院在癌
症研究方面的龙头地位一直持续到 50 年代。该校将陆续采集到的大量样本玻片分发给许多研究机
构用于培训。同时，全国各地的医学院和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实验室，培养了大量病理学家，其中包
括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广州中山大学各 150 人。③ 这些病理学实验室研究和分析各种肿瘤及其样本，

以及血吸虫病、肺结核之类的传染病。细胞学的发展还为分析悬浮细胞———如通过巴氏涂片技术采
集到的细胞———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而此前病理学家主要依赖切片活检。倡导医学研究为改善大众
健康服务的运动为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在国外以及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这类西式研究机构接受西方
生物医学训练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表现自己对新政权的支持。1956 年，周恩来
在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指示中提到，医学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医生和科学家们要走出高高
在上的实验室，为人民的利益工作④。

医学领域的 “大跃进”

在 1958 年医学和相关科学领域 “大跃进”期间，癌症依然是中共关注的一个重点，因而医生
和研究者们组织起来，承担了大规模的癌症研究和预防项目⑤。在 “五年内制服癌症”和 “让癌症
低头”之类的口号下，宫颈癌被列为主要征服对象之一⑥。中国医学科学院与不同机构合作，在国
内一些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和成都———至少建立了十几个癌症研究委员会⑦。他们对各
种肿瘤实验模型展开研究，试图确定它们的化学过程和新陈代谢、免疫机制、治疗方法，以及荷尔
蒙和化合物 ( 包括传统中草药) 的作用⑧。1958 年 8 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领衔实施一项为期五年的
大规模癌症预防普查，打算在全国范围调查 1 亿人。第一阶段原定为期三个月的调查，据说只用三
周时间就完成了，这意味着大量基层保健人员被动员起来参加采样工作，同时有一个能将样本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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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到实验室的运输网络，有一批病理学家能 24 小时不间断地读取实验结果。① 另一项壮举由中国医
学科学院青年抗癌突击队创造———他们从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学系 40 年来采集和保存的 15 万个样
本中选取 27149 个肿瘤样本，进行微观数据分析②。据报道，在 24 小时不间断工作机制下，研究者
们只用八天时间就获得了包含类型、性别和年龄指标的癌症发病地点频数分布结果③。

作为这次征服癌症总战役的一部分，1958 年至 1960 年，全国 20 个城市中有 100 多万 25 岁以
上的妇女接受了宫颈癌筛查④。5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中国单位制度已经将妇女们编入各种各样的劳动
班组，女工的健康受到极大关注。在大规模宫颈癌筛查运动之前的几年里，全国各城市的女工经常
接受各种妇科疾病筛查，包括滴虫病、霉菌性阴道炎、子宫脱垂和尿道瘘⑤。与此同时，一项涉及
月经周期跟踪、经期卫生指导和经期便利设施的制度，以及若干涉及孕期、产期、哺乳期保健的劳
动保护法规得到实施，以确保生育的可持续和规范化。十年之前，北京市在 1949 年全面调查和关闭
妓院期间，建立了许多性病诊所，并对妇女患梅毒和淋病的情况进行了调查。⑥ 宫颈癌筛查运动与
上述举措一脉相承，北京有 1．4 万多名妇女接受调查，试点工作由市卫生局、居委会和妇联地方分
支联合开展。在正式筛查之前，开展了大众教育，鼓励妇女接受检查。密集的群众集会和抗癌宣传
工作解释了筛查的重要性。干部们还对思想保守、不愿参加筛查的妇女逐个进行劝说。⑦ 由林巧稚
等著名医生撰写的文章刊登在 《中国妇女》和 《知识就是力量》之类的大众杂志上。他们用浅显
的文字解释了癌症的病征和早期筛查的好处，强调只要发现得早，宫颈癌是可以治疗的。⑧《人民日
报》还经常发表通俗文章，大力宣传世界各国癌症研究和治疗的新发现、新突破。

简单的巴氏涂片技术只需要一根棉签、一块玻璃片、一点固定剂、一架显微镜、少量的妇女宫
颈细胞，以及几位经过训练的采样和检验人员。为了实施这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调查，许多由护
士、医生、见习医生和技师共同组成的医学小组接受了骨盆检查和宫颈涂片采集的专业培训。妇女
们在社区医院和诊所、城区健康中心、学校和工厂卫生室，甚至在她们的家里接受检查。需要承担
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妇女可以到晚间门诊接受检查，由干部们临时照管她们的家庭。⑨ 全国各地适龄
女性接受筛查的百分比在 39%至 69%之间———百分比的高低取决于城市地理位置。不同城市发现病
人的比例差别很大，其中天津最低 ( 0．9% ) ，北京最高 ( 3．47% ) 。〇10 总的结果是，在 1169949 个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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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的妇女中，查出 1693 例宫颈癌①。
除了使那些接受宫颈癌筛查的妇女受益，这项工作还促进了中国数据采集基础设施建设、阴道

细胞采集方法，以及综合运用生物医学和传统中国医学研究癌症事业的发展。它为培养细胞学家和
病理学家提供了大量样本，并使得用于科学分析的数据大量涌现。1959 年，第一次全国癌症会议
( 全国肿瘤学术座谈会) 在天津召开，参会论文接近 800 篇，其中 67 篇涉及宫颈癌②。1964 年，中
山大学主办了一次癌症会议，参会论文 104 篇。1965 年，第二次全国癌症会议召开。宫颈癌筛查中
采集到的样本被分发到全国各地至少 20 家研究所，用于肿瘤实验和癌症治疗研究。③ 在十二年科技
发展远景规划指引下，天津医学院及其下属的工程系在 1958 年制造了中国第一台钴－60 放射治疗
仪，这种当时全球最先进的放射治疗技术由此成为中国新的癌症治疗方法之一④。

同样重要的是响应毛泽东重视中医药的号召，研究如何利用中国传统医学的 “伟大宝库”⑤。在
此之前，中国中医研究院于 1955 年在北京成立。与那些专门从事西方生物医学研究的机构一样，
该机构的研究项目也以助益社会主义大众医学为目标，同时就传统药物治疗癌性肿瘤的效果展开大
量研究⑥。有关抗癌中药合剂和草药的研究成果宣称其疗效与放射疗法类似，另有一些研究项目涉
及如何综合运用中西医疗法⑦。当时，促进中西医结合的举措还包括让许多西医从业人员在传统中
医研究院接受培训。

上述各项举措和研究成果的影响范围并不仅限于中文读者。英文版 《中华医学杂志》的篇幅比
前几年增加了近一倍，刊登了数十篇分析癌症调查结果的论文。1960 年，一个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
问苏联，考察该国癌症研究和癌症预防情况。1962 年，中国的研究者向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八次世界
癌症大会提交了 33 篇论文。⑧ 这些努力表明，中国的癌症研究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具有国际竞争
力———这是 “大跃进”期间弘扬中国医学和科学成就的更伟大努力的一部分。癌症研究彰显了中国
社会主义科技为人民服务的成就。

结 语

妇女宫颈的可及性以及宫颈癌的可见性和可治性，为中国发展医疗科技和促进大众健康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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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的突破口。中国的科学家们动员起来，利用阴道细胞采集和分析的新方法增进数百万妇女
的健康。他们还通过将生物医学最先进的放射疗法与中国医学伟大宝库相结合的方式，展示了中国
的科技实力。

“给癌症以致命一击”是当时在中国农村地区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在都市中的
一个姊妹运动①。尽管检查本身并不复杂，但实施大规模宫颈癌筛查的必要前提是高效的组织工作
和成熟的科技手段。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目标和方向，促使他们走出医院和实验室的大门，深入社
区服务群众②。这次大规模抗癌运动取得了以下几项成绩: 一是在医治那些没有定期健康筛查习惯
的病人的同时，起到了教育作用，提高了公众的防癌意识。二是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推动了数
据采集和分析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三是为培训和研究提供了 1 亿多个实验室样本，还为群众尤其
是妇女提供了健康检查。四是进一步便利了国家对身体的约束和训导。

1958 年，欧洲和美国的生育问题已经变得高度医学化，但骨盆检查并不普遍。1961 年，美国
调查了 5600 万名妇女，其中只有一半人听说过巴氏涂片检查，而且这一半人中只有半数实际上接
受过这项检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甚至在 1962 年制定了一项居家采集宫颈涂片的方案，试图
提高美国妇女接受宫颈癌筛查的比例。孰料没过几年，口服避孕药的广泛使用就为妇女每年接受宫
颈癌筛查铺平了道路，因为医生在开具避孕药处方时会要求出示当年的骨盆检查证明。巴氏涂片检
查由此变成 “女性保健的法定要素”，而这项措施的结果，是由宫颈癌导致的死亡人数在一些国家
的降幅达到 90%。③

巴氏涂片检查 “为那些能够得到健康保护的妇女提供了一个降低宫颈癌及其死亡风险的承
诺”④。中国的大规模癌症调查则让这项福利惠及那些通常无法得到同等程度健康保护的妇女。然
而，21 世纪的情况似乎不容乐观。2010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21%的中国妇女曾经接受过一次
巴氏涂片检查。与此同时，宫颈癌的患病率不断升高，而患病者的年龄不断降低。⑤ 因此，中国在
2009 年实施了全国农村地区宫颈癌筛查项目并筛查了 1000 多万妇女，但这只是风险人群数量的一
个零头⑥。毋庸置疑，妇女们不太愿意接受检查的主要原因是巴氏涂片检查不够便利而且不太舒服。
医学的不断进步可能扭转这种令人沮丧的趋势。2020 年，中国批准并开始生产一种国产人乳头状瘤
病毒疫苗，这种病毒被认定为宫颈癌的主要病因。常规的巴氏涂片检查作为一种诊断宫颈癌的方法
可能很快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

( 本文作者 美国圣文森特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 责任编辑 赵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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