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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1965 ～ 1978）
主任委员：白希清；

副主任委员（4 名）：李冰、金显宅、洪明贵、谢志光；

常务委员（12 名）：吴桓兴、宋鸿钊、李铭新、林兆耆、姚鑫、康映渠、张天泽、黄量、黄国俊、杨简、

顾绥岳、潘开沛；

委员（25 名）：王建璋、刘皑、吴英恺、李月云、李振权、李修延、李光恒、李挺宜、沈琼、林元英、武忠弼、

胥彬、高怡生、张去病、张毓德、梁伯强、梅庚年、童国  、杨达夫、杨学志、顾健人、黎沛銮、魏永和、

庞泮池、曹献廷

1965 年 2 月 23 日，全国肿瘤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检阅了自 1959 年以来我国在肿瘤防治工作和

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包括我国在肿瘤的手术、放射、药物、中西医结合等的疗效，和提高肿瘤早期诊

断方法的效果。这次会议针对我国肿瘤防治研究的需要，在临床方面，对肿瘤的临床研究、肿瘤的各项

治疗与诊断方法 ; 在基础理论方面，对肿瘤的病因学与发病机制，宿主反应，癌的生物化学、生物学、病

理形态以及抗癌新药的寻找，实验治疗，以及肿瘤的预防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和讨论。会议期

间于 3 月 3 日，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宜布成立，第一届委员会由 42 人组成，选举白希清为主任委员，李冰、

金显宅、洪明贵、谢志光为副主任委员。

1966 年，十年动乱开始，肿瘤学会与其他学会一样，被迫停止了活动。

1974 年 10 月 20-26 日，以李冰为团长的肿瘤学会代表团一行 11 人，出席在意大利弗罗伦萨召开的第

十一届国际肿瘤会议，在会上宜读了 11 篇论文。肿瘤学会加入国际抗癌联盟为团体会员，李冰，俞鲁谊、

哈献文出席了该联盟代表大会。

第二届（1978 ～ 1985）
名誉主任委员：白希清；

主任委员：吴桓兴；

副主任委员（3 名）：李冰、金显宅、朱瑞镛；

常务委员（14 名）：王大琬、杨简、谷铣之、李铭新、宋鸿钊、张天泽、林兆耆、姚鑫、徐光炜、顾绥岳、

黄量、黄国俊、渠川琰、潘开沛；

委员（52 名）：丁立、于中麟、刘谦、刘炳奎、华铮、阮宏魁、吴  、沈琼、张哲舫、张毓德、林元英、

郁仁存、宗永生、袁定东、武忠弼、胥彬、姚永华、郝玉奎、段凤舞、庞泮池、哈献文、高怡生、顾健人、

章荣烈、肖健云、宋少章、李士锷、李月云、李光恒、李同度、李国材、李挺宜、李振权、李修延、严济南、

郑树、周克敏、张去病、张明和、张宗显、康映渠、曹献廷、黄孝迈、童国  、杨达夫、杨学志、杨天楹、

黎均耀、黎沛銮、魏文汉、魏永和、魏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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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 1 月，经卫生部批准创办《中华肿瘤杂志 )。同年 10 月，《中华肿瘤杂志》在成都召开筹备

会议，1979 年 3 月创刊，第一届编委会由 48 人组成，金显宅任总编辑，李冰、李光恒、哈献文任副总编辑。

1980 年 10 月，《中华肿瘤杂志》第一届编委会全体会议在厦门召开。

1978 年 12 月，在郑州召开的全国食管癌协作会议上，肿瘤学会改选，聘请白希清教授为名誉主任委员，

选举第二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桓兴，副主任委员李冰、金显宅、朱瑞镛，秘书徐光炜、渠川琰。

1982 年 2 月 16-22 日，全国肿瘤基础理论专题学术会议在上海召开，收到论文 387 篇，会议代表 151 人。

会议着重交流了癌的病因和发病机制、癌细胞的生物学研究、肿瘤免疫学、病理学等。

1985 年 11 月 20~23 日，在天津召开第三次全国肿瘤学术会议，出席会议 222 人，列席 120 人，收到

论文 504 篇，会议交流 247 篇，其中流行病学 68 篇，基础 80 篇，临床 99 篇，另有特邀学术报告 8 篇。

本次会议检阅了几年来国内各地区肿瘤预防及基础研究的成果，会议围绕肿瘤流行病学及病因学研究早

期诊断方法研究、早期发现及普查的研究、单克隆抗体和肿瘤基因的研究等进行交流。会上改选了瘤学

会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由 49 名委员组成，聘请吴桓兴教授为名誉主任委员，金显宅、李冰、朱瑞镛教

授为名誉顾问，选举徐光炜任主任委员，张友会、张天泽、许良中任副主任委员，徐文怀担任秘书。1986

年 4 月，《中华肿瘤杂志》在杭州召开第二届编委会全体会议，张友会任总编辑，张天泽、李保荣、孙曾一、

黄信孚任副总编辑。

为促进肿瘤防治研究的学术交流肿瘤分会与中国抗癌协会联合、协作，先后举办了全国专题学交流会

议 10 余次，计有胃癌、子官颈癌、肺癌、单克隆抗体肿瘤、淋巴瘤、肿瘤生化药理乳癌、中西残合治疗肿瘤、

头颈肿瘤外科、颈淋巴结清除术改进术式、肿瘤流行病学、肿瘤化疗、大肠癌等学术交并于 1988 年举办

了癌的化学预防国际会议和大肠癌防治国际交流会。

1986 年 8 月，派出徐光炜等 3 人代表团赴匈牙利出席第十四届国际肿瘤会议。

为培养中青年人才尽快成长，受卫生部委托，肿瘤学会于 1986 年 12 月在北京举办了首属全国中

青年医学学术交流会，并评出优秀论文奖。会议获得巨大成功，开创了为优秀中青年学者提供全国性

学术讲坛之先河。自此，卫生部与中华医学会每年选择一个学科召开中青年学术交流会，已连续举办了

10 届。

第三届（1989 ～ 1990）
名誉主任委员：吴桓兴；

名誉顾问：金显宅、李冰、朱瑞镛；

主任委员：徐光炜；

副主任委员（3 名）：张友会、张天泽、许良中；

常务委员（11 名）：余贵清、韩锐、李树玲、李光恒、张文范、胥彬、郑树、张明和、李振权、周克敏、

蒋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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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35 名）：李保荣、屠规益、高进、鄂征、李拯民、周兰、张宝麟、李维廉、张毓德、郝玉奎、陈纯义、

丁立、俞鲁谊、高玉堂、汤钊猷、邱蔚六、廖美琳、郭孝达、沙允文、李同度、童国  、杨学志、潘希愚、

王瑞林、姚开泰、李国辉、严济邦、席宁、李福沛、陈付中、刘维良、武国祥、张正坚、刘振疆

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华医学会、中国抗癌协会等十个学会联合组织的全国肿瘤防治学术研讨于 1989

年 12 月 21~24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收到论文 800 余篇，250 余名代表与会，分别就病因、流行病、新的诊

断方法、以外科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方法、新的治疗方法等问题进行交流，交流论文 280 篇，大会邀请徐

光炜、张天泽、余桂清、韩锐、顾建人等教授作专题报告，重点对我国肿瘤的防治策略等问题进行研讨，

并向中国科协提出了《关于加强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的建议》。

第四届（1990 ～ 1995）
主任委员：徐光炜；

副主任委员（3 名）：张友会、张天泽、汤钊猷；

常务委员（11 名）：余贵清、韩锐、李树玲、万钧、张文范、胥彬、郑树、张明和、管忠震、周克敏、刘维良；

委员（34 名）：鄂征、李拯民、章静波、张汝刚、王建璋、蒋彦永、张宝麟、李维廉、朱耀文、李全达、刘谦、

丁立、高玉堂、廖美琳、许良中、萧树东、沈镇宙、陈汉、潘希愚、沙允文、程广源、廖彩森、张其中、

王瑞林、姚开泰、沈康年、杨作衡、席宁、袁爱力、陈付中、陈从心、郭振昌、程炳权、刘振疆

第四次全国肿瘤学术会议于 1900 年 12 月 2-5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到论文 1510 篇，其中发言 543 篇，

书面交流 610 篇，全国 520 名代表出席大会。大会交流的内容涉及肿瘤病因、流行病、单克隆抗体及其交

联物在肿瘤诊断治疗中的作用、癌症早期诊断、癌基因研究进展及应前景、抗肿瘤药物研究动向、放射

治疗在肿瘤治疗中的地位、中西医结合治疗等，会上，肿瘤学学会换届改选，49 名委员组成第四届委员会，

选举徐光炜任主任委员，张友会、汤钊猷、张天泽任副主任委员，徐志刚为秘书。

受卫生部科技司委托，肿瘤学会 1992 年 12 月 13~17 日在昆明召开全国肿瘤基础研究研讨会，全国 21

个省、市的 110 名肿瘤专家出席会议。大会邀请 5 位专家作专题报告 :“ 癌基因于抑癌基因 ”“ 细胞因子及其

激活的杀伤细胞 ”，“ 肿瘤相关抗原及其单克隆抗体 ”“ 抗癌药物耐药性 ”“ 肿瘤细胞的诱导分化 ”。

1993 年 12 月 2~4 日，在海口市召开了全国肿瘤临床研究现状及展望研计会，会议收到论文 304 篇，

172 人出席会议。会上，著名肿瘤专家张天泽、徐光炜、张毓德、汤钊猷等教授就肿瘤的早期诊断和肿瘤

治疗方面的研究作专题学术报告。

第四届委员会期间，肿瘤学会与中国抗癌协会合作又相继召开了全国的肿瘤药理和化疗、肿瘤病因、

乳腺癌、头颈肿瘤、食管癌、胃癌等专题学术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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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1995 ～ 2000）
顾问：张天泽；

名誉委员：李树玲、张文范、余桂清、杜喜群、张明和、管忠震、刘维良；

主任委员：张友会；

副主任委员（3 名）：徐光炜、郝希山、汤钊猷；

常务委员（11 名）：徐文怀、董志伟、平育敏、李维康、陈峻青、胥彬、朱继荣、张先林、万德森、周克敏、

薛颖；

委员（32 名）：韩锐、徐志刚、勇威本、章静波、张汝刚、朴炳奎、张宝麟、王殿昌、朱耀文、李全达、

赵家宏、高玉堂、廖美琳、许良中、沈镇宙、陈汉、欧阳仁荣、程广源、周绪堂、张其中、郑树、刘奇、

王瑞林、湛忠友、林进令、杨尔成、何年馨、杨作衡、陈从心、郭振昌、程丙权、刘振疆

1995 年 9 月 19-22 日，第五次全国肿瘤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收到论文 1189 篇，大会交流 437 篇，

煮面交流 419 篇，有 415 名代表出席了大会。会议特邀汤钊猷、张友会、高玉堂、陆道培、李同度、顾健

人等教授作专题报告。会议交流的论文表明，近年来我国肿瘤研究发较快特别是在肿瘤分子水平或基因

水平上的研究就肿瘤的生物治疗等取得了显著成绩。会议期间选出第五届学会委员会，张友会任主任委员，

徐光炜、郝希山、汤钊猷任副主任委员。

第六届（2000 ～ 2004）
名誉主任委员：张友会；

顾问：汤钊猷；

主任委员：徐光炜；

副主任委员（3 名）：董志伟、郝希山、沈镇宙；

常务委员（11 名）：徐志刚、唐平章、孙宝存、平育敏、王舒宝、廖美琳、朱继荣、万德森、杨尔成、商子周、

张积仁；

委员（34 名）：勇威本、张如刚、章静波、万远廉、朴炳奎、李强、常力方、巴特尔、丁悌、张云五、张岂凡、

王杰军、项永兵、许立功、刘邦令、李继强、杨秉权、朱继荣、郑树、梅蔚德、张其忠、周绪堂、刘奇、

张鉴哲、李长青、谌忠友、林进令、杨作衡、赵体德、文晓平、李玉田、高平、郭振昌、刘江齐 

2000 年 10 月 7 日～ 10 日以 “ 我国肿防治研究现及对新世纪展望 ” 为主题的第六届全国肿瘤学学术会

议（又称 “2000 全国肿瘤学术会议 ”）在京召开，此次会议与中国抗癌协会联合举办，共收到论文 2012 篇，

与会人员达到 2700 余人，国内外肿瘤专家到会做报告。会议对我国 20 余年来肿瘤防治工作做了全面回顾，

提出癌症流行趋势，揭示今后二、三十年内恶性无论从发病率还是死亡率呈上升趋势，提出控制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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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生活方式、保护环境等预防措施，交流新的诊治方法，研究进展，语言癌症顽疾必将被人类所征服。

第六届全国肿瘤会议期间，召开了第六届肿瘤学会代表大会，选出徐光炜等 47 人组成的中华医学会

第六届委员会，徐光炜任主任委员，沈镇宙、董志伟、郝希山副主任委员，新的一届委员会提出学术交

流的设想，每两年与中国抗癌协会联合召开一次全国性肿瘤学会大会，定于 2002 年全国肿瘤学术会议在

浙江杭州市召开，2004 年全国肿瘤学术会议在广州市召开，学术大会期间召开专门性学术会议，2001 年

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以推广新技术为目标的 “ 肿瘤外科新进展学术研讨会 ”2003 年在湖北武汉市召开以培

养中青年为目标的 “ 第三届全国中青年肿瘤学术会议。

积极参与中华医学会举办活动，参与 “ 制定医疗事故标准评定讨论 ”，并推荐数十名专家参加国家级

医疗事故专家评定委员会。

2002 年参与编写（中华当代名医谈诊治疑难病》系列卷书。

2002 年 3 月接受中华医学会编写《肿瘤临床诊疗指南》《规范》的任务。

2002 年 9 月徐光炜主任委员、张友会教授及中华医学会外联部代表参加在挪威奥斯陆举办的第 17 届国际癌

症大会，向国际抗癌联盟 ( International Union Against Cancer, 简称 UICC) 投标，争取在北京举办 2006 年的第 19 届国

际癌症大会 (The19th International Cancer Congress 2006)。结果以一票之差，输给了美国。

2002 年 11 月接受中华医学会编写《肿瘤名词汇编》的任务

第七届（2004 ～ 2007）
名誉主任委员：徐光炜；

主任委员：郝希山；

副主任委员（3 名）：顾晋、吴毅、万德森；

常务委员（13 名）：游伟成、唐平章、刘端祺、孙保存、王士杰、张岂凡、樊嘉、邵志敏、高国兰、刘奇、

马保根、樊晋川、商子周；

委员（32 名）：任军、张保宁、徐震纲、万远廉、林洪生、李强、张鹏、丁悌、巴特尔、徐惠绵、张云五、

王杰军、陆舜、项永兵、李继强、许立功、周建农、张苏展、顾康生、应敏刚、陈焕朝、陈主初、戎铁华、

陆云飞、汤鹏、陈正堂、文晓平、陈明清、李玉田、张建国、高平、张国庆

2004 年 7 月经多次讨论修改完成《肿瘤临床诊疗指南》《规范》及《肿瘤名词汇编》编写任务。

2004 年 8 月接受编写《临床肿瘤学》继续教育系列教材任务。

第八届（2007 ～ 2010）
主任委员：郝希山

候任主任委员：顾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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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委员（4 名）：戎铁华、刘奇、樊嘉、王士杰

常务委员（13 名）：游伟程、唐平章、刘端祺、孙保存、徐惠绵、吴毅、邵志敏、高国兰、马保根、陈正堂、

樊晋川、商子周、陈学忠

委员（38 名）：任军、徐震纲、李晔雄、张树才、刘玉村、李强、张鹏、孙丰源、梁小波、高维实、宋纯、

程颖、王杰军、陆舜、项永兵、任正刚、郑莹、周建农、冯继锋、张苏展、毛伟敏、顾康生、应敏刚、申洪明、

花亚伟、陈焕朝、陈主初、吴一龙、陆云飞、汤鹏、陈晓品、文小平、陈明清、李树业、张建国、高平、

张国庆、巩平

2009 年 11 月 27-29 日，肿瘤学会在江苏省南京市主办了第六次全国肿瘤中青年学术会议，得到了江苏

省医学会及省肿瘤医院的大力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会议特邀包括 3 位院士及 12 名国内知名专家作大

会专题讲座，共收到学术论文 400 余篇，并对 52 篇大会发言进行了优秀中青年论文评选，来自全国各地

共 300 多位代表参加了学术大会。大会的成功召开进步加强了我国与国际知名科学家间的学术交流，充分

展示了我国肿瘤学基础与临床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成果，对提升我国肿瘤防治整体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九届（2010 ～ 2013.12.20）
主任委员：顾晋

前任主任委员：郝希山

候任主任委员：樊嘉

副主任委员（4 名）：林桐榆、刘奇、徐惠绵、王士杰

常务委员（13 名）：高国兰、焦顺昌、游伟程、赵平、高明、郭小毛、邵志敏、张苏展、马保根、陈正堂、

樊晋川、李树业、陈学忠

委员（41 名）：李晔雄、任军、杨尹默、张树才、张鹏、王广舜、宋天强、梁小波、高维实、金锋、宋纯、

程颖、王锡山、陆舜、任正刚、沈锋、姚阳、郑莹、冯继锋、秦叔逵、唐金海、毛伟敏、陈振东、应敏刚、

钟军、张彬、花亚伟、陈焕朝、陈主初、罗荣城、林锋、曾健、汤鹏、梁后杰、文小平、陈明清、陈武科、

王宁菊、张成武、张国庆、巩平

2010 年 5 月 21-23 日，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作为主办方之一，与中国抗癌协会和中国工程院医药卫

生学部共同在上海市主办了第六届中国肿瘤学术大会 ( 图 3)。来自国内外的 51 位专家作大会主题报告，

430 人在 33 个分会场作分会场报告，交流内容涵盖了当前国内外肿瘤防治的前沿技术、规范治疗、创新

理论和最新科研成果。会议规模达到了 3000 人，并征集学术论文共 1926 篇，其中共评出中青年优秀论文

63 篇。大会的成功召开充分展示了我国肿瘤学基础进展和成果，为国内外肿瘤科技工作者搭建了全球共

同抗癌的互通平台，对提升我国肿瘤防治水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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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8 月 18 日 -21 日，由国际抗癌联盟 (UICC) 主办、中华医学会和中国抗癌协会协办的第二十一

届世界抗癌大会在深圳成功召开，肿瘤分会主任委员郝希山院士担任大会主席，本次大会吸引了来自全

球 92 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0 余名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参会，围绕 “ 预防可以预防的疾病，治疗可以治疗的

患者，通过系统付诸实现 ” 的主题，对癌症预防、筛查、早期检测和有效治疗管理进行探讨，并就目前全

球癌症防治面临的难题及未来发展的战略提出建议，大会期间，同时举办了世界领导人高峰论坛、亚洲

癌症论坛等一系列重要活动和高水平会议，与会代表就各国抗癌事业交流观点，集思广益，建言献策。

这一最具影响力的世界癌症学术盛会的成功举办，对促进我国与世界医学同道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我

国癌症防治领域的国际地位和学术影响力，提高我国肿瘤医学整体水平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于 2010 年 11 月顺利完成了换届改选工作，产生了 61 名委员组成第九届委员会。

并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通过民主选举确定主任委员顾晋教授，侯任主任委员樊嘉教授，副主任委员刘奇

教投，王土杰教授，林桐榆教授，徐惠绵教授。

按照总会的要求和文件精神，第五次全国肿瘤中青年学术会议期间召开常委会（2007 年 9 月）进行

审稿投票，共遴选青年委员 40 名，为肿瘤学会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础。并于 2009 年 11 月期间

召开了青年委员全体会议。

2009 年根据总会要求，参与卫生部医政司委托的《医院诊疗科目基本标准》的编写工作，负责编写

其中肿瘤学相关内容。为行政部门依照行业特点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提供参考依据。

2011 年月 11 月 25 日 -27 日，由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主办。山东省医学会承办的 “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

分会 2011 年中青年学术会议 ” 在山东省济南市隆重召开。此次会议是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第九届委员会

成立以来的重点活动之一，历经近一年的筹备时间。会议共收到投稿近四百篇，临床试验设计投稿三十

余个。本次会议得到了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组织部，维续教育部和山东省医学会，山东省立医院的

大力支持。本次会议约四百人注册参会，与会的老专家，老前辈达六十余名。本次会议最大的创新之处

在于打破了分会青年委员须由各地肿瘤学会或肿瘤分会常委推荐产生的办法，隆重举办了 “ 肿瘤明日之星 ”

的评比活动，评选出的二十名青年肿瘤医师，与其他推荐产生的医师一道，自动成为肿瘤分会青年委员

会委员。这一项评比活动，不仅大大调动了青年医师参与本次活动的热情。而且也扩大了肿瘤分会的影响，

选拔了各地，特别是综合医院中的青年才俊加入到抗击肿瘤的事业中来。

2011 年 3 月 4 日，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致力于分会完善组织机构，加强组织建设，委

员会换届伊始，在上海复县大学中山医院召开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会议

由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顾晋主持，二十名常委实到十六人，四人因故会前请假。

张辉主任代表中华医学会组织部，李清敏代表会务部参加了会议。

随后在顾晋主委的主持下，常委会讨论了以下内容，并达成共识。

会议讨论同通过了副主委分工方式，决定郝希山教授进行工作指导，顾晋教授主持肿瘤分会日常工作，

樊嘉教授负责继续教育和青年委员会工作，徐惠绵教授负责学术活动，王士杰教授负责组织工作，林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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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教授负责外事工作，刘奇教授负责科普宣传。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杨尹默担任肿瘤分会秘书长，北京肿

瘤医院李明任秘书。

会议讨论了并同意顾晋主委关于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2011 年中青年学术会议，“ 中华肿瘤明日之星 ”

评选活动暨中华肿瘤学会第九届青年委员会成立大会的设想。初步确定 2011 中青年学术会议定于 2011 年

11 月 25-26 日在山东济南召开。井明确五十名青年委员中三十名由各常委和地方医学会推荐产生，二十名

由学术演讲比赛产生。

2011 年 11 月 25 日晚，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第九届委员全体会议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会议由顾晋主

委主持，中华医学会组织部郑嵘，会务部姜永茂主任出席了会议。

会议中总结了中华医学会第九届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内容重点。

积极推动学组的筹备，目前已有十个学组基本确定了筹备组名单，并有淋巴瘤学组和胃肠学组开始了

工作，分会将进一步推动学组的筹备工作，并积极向中华医学会报请批复学组。2. 与医学会维续教育部

合作开展了继续教育活动，在全国三十余个城市开展了 “ 结直肠癌诊治规范中国行 ” 项目，起到了非常好

的宣传作用。3. 积极探讨青年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可行方案，为明年的的工作做充分的准备。4. 会议中向委

员们汇报了 “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2011 年中青年学术会议 " 的组织筹备工作。

在组织部的监督下，会议从常委及各地医学会推荐的名单中，选举了三十名中青年委员。与本次 “ 中

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2011 年中青年学术会议 " 中选拔出的二十名 “ 肿瘤明日之星 ”，共同报组织部批准后

成为本届的中青年委员。

会议还对明年的工作计划进行了商讨，明年的工作重点在于推动学组的成立和活动，以学组带动不同

领域的学术发展，为 2013 年的全国会议做准备。

会议中姜永茂介绍了学会对学术会议的要求和具体措施。郑嵘介绍了组织部对学组成立得要求和具体

措施，以及中青年委员推举办法。

2011 年，分会经过常委会，确定了分会拟成立的学组名单，和筹备组负责人。并责成各筹备负责人

应带领筹备组开展活动，条件成熟后向医学会申报正式成立。

拟筹备成立的学组    筹备组负责人

结直肠肿瘤学组        顾    晋

胃肠肿瘤学组            徐惠绵

肝胆肿瘤学组            樊    嘉

胰腺肿瘤学组            赵    平

食道肿瘤学组            郭小毛

肺部肿瘤学组            刘    奇

妇科肿瘤学组            高国兰

头颈肿瘤学组            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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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肿瘤学组            待    定

淋巴瘤学组                林桐榆

骨和软组织                郭    卫

化疗学组                    焦顺昌

病理学组                    方伟岗

肿瘤基础研究            游伟程

2011 年，肿瘤分会经过常委会讨论通过了肿瘤分会标识，并确定所有以肿瘤分会名义举办的话动均

应采用该标识。

2011 年，肿瘤学会主委顾晋主持丁由卫生部组织全国专家编写了《结直肠癌诊疗规范（2010 年版）》

2011 年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与中华医学会维续教育部共同推出了 “ 中华医学会结直肠癌外科规范化治

疗中国行 ” 培训项目。以期通过面投巡讲的方式在结直肠癌外科医师中推广该规范。

最后该项目总结会在 2011 年 11 月 25-26 日在济南召开，来自全国的百余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和中华医

学会肿瘤分会第九届委员会部分委员，以及国内知名的肿瘤前辈共同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该项目的特

点如下，首先这是肿瘤分会第一次开展如此大规模的继续教育项目，共在全国三十余个城市进行了巡讲，

有力的推动了结直肠癌规范化的深入开展 : 其次，推厂的重点是卫生部颁布的《结直肠癌诊治规范》，这

规范本身即具有首创性和重要性 : 最后，由于中华医学会维续教育部的合作，使本次巡讲本身组织更加严

谨，受众针对性更强，内容更加科学，合理。会议也积极探讨了如何将此种成功的模式在 2012 年延续，

而且要进步深化，走进基层，扩大受众，形式多样。会议基本确定了明年巡讲以病例研讨为主的形式，

通过病例引出规范，通过规范指导病例。

2012 年 3 月 23-25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第二届国际继续教育与继续职业发展大会，主办单位是卫

生部卫生科技发展中心，中国继续教育杂志社和北京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学会计划用两个单元召开结直

肠学科年度进展报告发布会。

肿瘤学会多次将学术活动安排的西部地区。其中包括了卫生部结直肠癌诊疗规范巡讲活动，如 2012

年三月 29 日卫生部巡讲将安排在银川举行。届时将有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肿瘤专家一道分享中华医学

会肿瘤学会的专家的精彩演讲。

学会利用企业举办的各类学习班，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举办了多期外科技术及临床多学科 (MDT) 模式

演示等机会，为内蒙、云南， 贵州、甘肃，陕西、新疆、广西等地的专家医师进行了短期临床技能培训。

累计培训人数达到近 100 人次。包括 MDT 学习班，手辅助外科技术学习班，结直肠外科手术技术培训课程等。

2012 年，在强生公司的支持下，全国手辅助腹腔镜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注册登记并开始实施。

直肠癌新辅助放化疗临床多中心对照研究的课题通过伦理学论证，并注册实施当中。

2012.6.14-16， 中 华 医 学 会 肿 瘤 学 会 积 极 参 与 即 将 在 韩 国 举 办 的 亚 洲 肿 瘤 学 会 学 术 会 议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Clinical Oncology ( 首尔 2012.6.14-16)>Society 和 The 1st Asian Pacif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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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ectal Cancer Congress & The 10th Yonsei Colorectal Cance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2012.5.16-18) ，

学会主任委员将应邀在分别在两个会议上做关于 ”Current status of rectal cancer management in China” 的

学术报告。

第十届（2013.12.20 ～ 2017. 10.10）
主任委员：樊嘉

前任主任委员：顾晋

候任主任委员：徐惠绵

副主任委员（4 名）：高明、邵志敏、林桐榆、陈学忠

常务委员（13 名）：赵平、焦顺昌、高国兰、封国生、宋天强、单保恩、郭小毛、唐金海、张苏展、魏少忠、

陈正堂、樊晋川、南克俊

委员（40 名）：李晔雄、杨尹默、张树才、朱军、王广舜、章志翔、任秀宝、梁小波、高维实、宋纯、程颖、

王锡山、任正刚、姚阳、沈锋、郑莹、周俭、秦叔逵、毛伟敏、陈振东、陈传本、钟军、徐忠法、韩俊庆、

张明智、罗素霞、张春芳、罗荣城、曾健、夏立平、梁后杰、卢冰、董坚、谭晶、泽永革、白新宽、张成武、

王宁菊、王喜艳、巩平

2014 年 01 月 23 日，由国家卫计委于杭州组织召开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超药品说明书用药管理

工作研讨会，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医疗与护理处李大川处长、中华医学会张辉部长、中华医学会

肿瘤学分会、风湿免疫学分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药学分会学科主委、伦理学专家、循证专家出席会议，

讨论并落实项目各项工作。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为响应号召，在 2014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

常委第二次工作会议中初次传达 “ 国家卫计委 ” 关于肿瘤学科用药指导的精神并下达分配任务。与会各常

委委员针对超药品说明书用药管理规定，超药品说明书用药管理项目实施方案展开热烈讨论，主动承担

临床超说明书用药情况表调研工作的任务，并已于同年 4 月初将中国 “ 十大肿瘤 ” 用药情况调研表递交给

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

2014 年 2 月 22 日，在广州云来斯堡酒店召开了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常委第二次工作

会议，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樊嘉教授、前任主任委员顾晋教授和候任主任委员徐惠绵教授发

表重要讲话，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林桐榆教授、任正刚委员和周俭秘书长传达了 “ 国家卫计

委 ” 关于肿瘤学科用药指导的精神。

2014 年 4 月 “ 肿瘤防治宣传周 ” 期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举办了系列活动。1. 现场讲座、科普展览，

受益群众约 200 人次（4 月 16 日王艳红主任医师主讲《肝癌的综合治疗》）；2. 肝内科陈漪副主任医师、

王艳红主任医师接受电台、报社采访，通过广播、电视节目进行肝癌防治的科普宣传；3. 肝外科王晓颖主



11

肿瘤分会会史（1965~2018）

任医师、王征副主任医师、肝内科陈荣新副主任医师、邹静怀主治医师在《新民晚报》2014 年 4 月 14 日

B1 版上撰写多篇科普宣传文章。

2014 年 11 月 13 日 -15 日，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办，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

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承办的第八届全国中青年肿瘤学术会议暨中青年委员全国

遴选大会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会议的主题为 “ 加强肿瘤规范化治疗与转化医学 ”。中华医学会肿瘤

学分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教授担任大会主席，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李滨教授、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王效民教授任大会执行主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院长、肝外科主任周俭教

授担任大会秘书长。厦门市卫生计生委杨叔禹主任、中华医学会学术会务部张辉主任到会祝贺并发言，

汤钊猷院士、郝希山院士以及来自全国多家医院从事肿瘤临床和基础研究领域的专家应邀作精彩的大会

报告。

本次会议设有肝脏肿瘤，胃肠肿瘤，大肠癌，乳腺癌，恶性淋巴瘤、内科肿瘤和病理，肿瘤基础研究，

头颈肿瘤，妇科肿瘤，肺癌九个分会场，汇集全国近 1000 名专家，围绕肿瘤的基础研究、预防、诊断、

治疗、康复等主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汤钊猷院士用孙子兵法精辟地分析

了中国式抗癌，提出对抗肿瘤的四个重视，“ 重视非战取胜的预防和控制残癌 ”、“ 重视胜于易胜的早诊早治 ”、

“ 重视以十攻一的综合治疗 ” 和 “ 重视奇正相生的不断创新 ”。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郝希山院士阐述了胃

癌的外科治疗 — 胃癌全胃切除消化道重建的研究。樊嘉教授、顾晋教授、徐惠绵教授以及全国肿瘤学界

的多位知名专家分别就肝癌、结肠癌、胃癌、乳腺癌、甲状腺癌等常见肿瘤的诊治作了专题报告。

2014 年 11 月 14 日晚 19:00-20:00 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全体委员工作会议，

近五十名委员出席了本次全体会议。

会议除了汇报本年度举办的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八届全国中青年肿瘤学术会议筹备、召开情况，

还报告了同年 2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常委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并传达了

“ 国家卫计委 ” 关于肿瘤学科用药指导的精神，强调肿瘤用药规范，呼吁各委员积极贯彻落实。同时强调

了肿瘤学分会的纪律，要求委员按时参加工作会议、积极参与讨论，若连续 3 次不参加委员工作会议，委

员资格将给予自动除名。

会议就 2015 年肿瘤学分会发展方向提出了工作设想。2015 年，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拟筹备建立多

个专业学组，更全面地涵盖肿瘤各个领域，依托中华医学会平台，扩大肿瘤学分会影响力。另外，2015

年将完成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的换届改选工作。最后，各委员讨论了 2015 年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年会的相关事宜，就会议时间、地点和形式纷纷献言献策，最终确定于 2015 年 6

月在上海举办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年会。

11 月 14 日召开的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全体委员工作会议中，再次强调了肿瘤用药规范问题，动员

各委员利用所在医院科室优势积极配合。同时，肿瘤学分会计划与临床药学分会合作，继续完善结局指

标评价、决策共识体系构建之余，完善本专科典型案例，使之成为专科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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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会是全国肿瘤学界的一次盛会。会议的召开将会极大地推动肿瘤基础和临床研究，为提高常见

恶性肿瘤的诊治水平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2014 年 11 月于厦门举办的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中华肿瘤明日之星”评选活动的角逐，在全国

范围内遴选出十名优秀青年学者成为第十届委员会青年委员候选人，同时经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全体

委员会讨论通过，将取消前届青年委员中因年龄、届数等原因超出章程规定的青年委员，再由肿瘤学分

会常委推荐增补若干青年委员，确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员名单。

2015 年 1 月 24 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常委会工作会议，本次会议

讨论了今年 6 月 25-28 日将在上海举办的 2015 年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年会“第二届中华肿瘤大会”的

会议规模、场地、会议议程和会议形式。常委委员一致通过，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为 6 月 25-28 日，会

议地点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本次会议设有 12 个分会场，每个分会场有各自负责人。本次会议明确了各

分会场负责人主要职责：1）确定分会场讲课教授的人选及讲课题目；2）负责联系分会场厂商赞助，赞

助形式可包括展台、讲课教授住宿和机票（分会场参会人员的费用）；3）落实分会场参会代表人数。各

11 月 15 日下午的 “ 中华肿瘤 明日之星 ” 总决选中，经过激烈角逐，最终产生 10 位明日之星荣任中华

医学会肿瘤分会青年委员。十位青年医师来自不同省市，专业涵盖各个肿瘤领域，也从侧面体现了本次

会议的影响力及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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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具体分工见下。此外，常委委员讨论了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改选事宜。肿瘤学分会第

九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中超过 45 岁共计 16 人，将不再担任青年委员，第十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中需增补 16

名新的青年委员。鉴于 2014 年厦门举办的“中华肿瘤 明日之星”总决选中，已产生 10 位明日之星荣任

中华医学会肿瘤分会青年委员，因此需由各常委提名通过的青年委员为 6 人，具体人选将在 6 月份确定。

2015 年 2 月 28 日，“大病”临床路径会议在北京召开，陈竺委员长、刘雁飞副会长、饶克勤书记

等专家出席会议。会上，陈竺委员长提出建立完善大病救助体系，建议政府适当增加大病救助费用，使基

本医保报销比例大幅度提高，并组织专家初步筛选了 16 类 123 种可能导致城乡居民因病致贫的病种，通

过按诊疗规范、临床路径治疗、按病种付费，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积极配合，

已经对结肠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直肠癌、肺癌等肿瘤的 25 种路径进行了修订，肛门癌和气管癌

的路径尚未完成。

2015 年 04 月 23 日国家卫计委于杭州召开超药品说明书用药规范制定研讨会，肿瘤学分会再次参与。

会上介绍了超药品说明书用药管理工作方案，该方案包含了临床调研、超说明书用法确定、证据检索与

综合、初拟意见和专家决策共识几个部分。同时针对首批汇报项目—风湿免疫病三个病种的超药品说明书

用药进行听取意见并投票确定推荐意见。肿瘤学分会积极建言献策，为国家卫生计生委超药品说明书用

药管理项目工作方案论证工作的正式完成尽责尽力。

2015 年 6 月 25-28 日 2015 年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年会暨第二届中华长城 - 东方肿瘤高峰论坛该

会议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办，上海市医学会肿瘤专科分会、复旦大学（中山医院）

肝癌研究所、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市胸科医院、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承办的 2015 年中华医学会

肿瘤学分会年会暨第二届中华长城 - 东方肿瘤高峰论坛于 2015 年 6 月 25-28 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

召开。

本次学术年会的主题为“加强肿瘤规范治疗，推动转化医学研究”。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教授担任大会主席，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邵志敏教授、复旦大学附属

中山医院副院长、肝外科主任周俭教授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议设立包括肝脏肿瘤、胃肠肿瘤、大肠癌、

乳腺癌、淋巴瘤、肿瘤内科、肿瘤基础与临床转化医学、肿瘤姑息治疗、头颈肿瘤、妇科肿瘤、胸部肿瘤、

胰腺癌在内的 12 个专场，瞄准当前肿瘤诊疗热点焦点，分析肿瘤基础及临床研究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促

进肿瘤治疗规范化、个体化、综合诊疗理念的发展。千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工作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大会邀请了汤钊猷院士、王红阳院士、丁健院士、杨胜利院士、闻玉梅院士、樊代明院士做精彩报告，

同时还有全国各肿瘤领域的杰出专家做大会发言。报告涵盖了国内外肿瘤诊治最前沿、最有价值的学术

研究，贯穿了肿瘤的基础与临床，并从肿瘤的诊防控进行广泛深入的交流，营造了一场学术饕餮盛宴。

2015 年 6 月 25 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了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全体委员工作会议，近五十

位委员出席了本次全体会议。

会议首先总结汇报了同年 1 月在上海召开的常委会议工作纪要，督促各委员完成自己职责。随后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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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江苏泰州召开的中华医学会专科分会主任委员、秘书长工作会议中的主要内容做了传达，指出现今

分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责任与担当。

会议中还汇报了肿瘤学分会在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包括：“大病”临床路径会议布置的任务中，肿

瘤学分会已经对结肠癌、乳腺癌、食管癌、胃癌、直肠癌、肺癌等肿瘤的 25 种路径进行了修订，肛门癌

和气管癌的路径尚未完成；2015 年 04 月 23 日在杭州召开的超药品说明书用药规范制定研讨会上，肿瘤

学分会积极配合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超药品说明书用药规范，为超药品说明书一系列临床专科用药规范

的出台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同时，会上再次强调了“国家卫计委”关于肿瘤学科用药指导的精神。指出肿瘤诊治过程中存在不规

范，过度治疗的情况，呼吁各委员积极贯彻落实肿瘤学科用药指导的精神。 

最后，会上就 2015 年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年会暨第二届中华长城 - 东方肿瘤高峰论坛的前期筹备

工作做了汇总，汇报了会议场地、议程、投稿情况等，获得委员们的高度关注与支持，并讨论了中华医

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年委员改选事宜。

第十一届（2017.10.10 ～今）
主任委员：徐惠绵

前任主任委员：樊  嘉

候任主任委员： 林桐榆

副主任委员（4 名）： 邵志敏、高明、周  俭、顾  晋

常务委员（14 名）： 高国兰、焦顺昌、封国生、朱军、宋天强、单保恩、郭小毛、唐金海、张苏展、张明智、

魏少忠、陈正堂、郎锦义、南克俊

委员（41 名）：蔡建强、杨尹默、王洁、马洁、李明、钟殿胜、任秀宝、张瑾、徐钧、高维实、刘云鹏、

王振宁、程颖、庞达、沈锋、王理伟、陆舜、沈赞、王轩、邓甬川、马胜林、钱立庭、郑雄伟、钟军、韩俊庆、

徐忠法、罗素霞、张春芳、崔书中、曾健、郑武平、梁后杰、卢冰、董坚、泽永革、宋张骏、刘勤江、

张成武、刘奇伦、王喜艳、陈丽佳

2017 年 7 月 18 日下午 15:00-16:30 在中华医学会办公楼三楼会议室召开了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常委会，常委基本到场，中华医学会组织管理部、学术会务部等相关人员也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上对肿瘤学分会第十届委员会的工作做了简要总结，并对第十一届肿瘤学分会班底进行了初步讨论。

遵从中华医学会章程，在组织管理部潘澄老师的建议下，常委会对第十一届肿瘤学分会常务委员拟定了

初步名单并由中华医学会于会后通过网络不记名投票方式，由全体委员进行明主选举与投票，最终确认

第十一届肿瘤学分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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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3-25 日由中国抗癌协会、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肝

癌学组主办，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承办的“第十六届全国

肝癌学术会议”于 2017 年 11 月 23-25 日在成都召开，本次会议主题为“加强肝癌规范化治疗，推动精

准医学研究”，共收到专业论文 300 余篇，参会代表 1000 余名。

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副院长周俭教授担任大会主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文天夫教授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副主任孙

惠川教授担任执行主席。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士、天津医科大学副校长李强教授、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严律南教授担任大会名誉主席。会议邀请汤钊猷、魏于全、刘允怡、郝希山、王学浩、樊嘉

等多位院士，及肝癌领域国内外知名的数十名专家和学者莅临做大会报告，ALPPS 手术创始人德国雷根

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Regensburg）的 Hans Schlitt 教授也受邀到会精彩发言。

大会设立肝脏外科和肝移植、肝癌微创治疗、肝癌局部治疗及综合治疗、肝癌精准医学与转化四个专

场，报告内容充分展示了近年来我国肝癌研究的最新进展。大会组委会还从来稿中精选了部分论文作交

流发言。

全国肝癌学术会议是目前我国肝癌领域规模最大的专题学术会议，它为国内肝癌领域的专家学者创造

了良好的交流平台，为我国肝癌诊治规范的建立和推广应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6 年度，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对《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1 

年版）》进行修订更新。委员会分别于 2016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2016 年 6 月 19 日在武汉组织召开研

讨会后，并于 2017 年完成最终修订上报《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7 年版）》。

2018 年 6 月 22 日至 24 日，由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办，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承办的第九届全国中青年肿瘤学术会议暨“中华肿瘤 明日之星”大型评选活动在沈阳北约客维景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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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盛况

盛大召开。大会以“传承中创新、协作中发展”为主题，邀请了肿瘤学界多位知名院士及资深专家学者

与全国同道共聚一堂，围绕肿瘤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大会共收到 1070 篇学术稿件，

240 余名中青年选手参与角逐，设立了 17 个分会场，近 200 场学术报告，超 2000 余人参会。规模空前、

精彩纷呈，是我国肿瘤领域向高峰迈进的一次学术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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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2 日举行了“中华肿瘤 明日之星”大型评选活动，12 个学组共 240 余名选手，经过预赛及决

赛的激烈角逐，最终 10 位优秀青年医生获得了第三届中华肿瘤“明日之星”称号。

“明日之星”一等奖获得者——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郭卉

樊嘉院士为决赛进行总结并公布“明日之星”获奖选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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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23 日上午，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詹启敏教授，中国工程院

院士、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程京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

嘉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校长张学教授，日本帝京大学深川刚生教授（Pro. 

Fukagawa Takeo）出席了本次会议的开幕式。同时，大会也荣幸地邀请到中华医学会王大方副秘书长，

辽宁省卫生计生委陈金玉副主任，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教授。出席本次大会的

还有，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徐惠绵教授，候任主任委员中山大

学附属肿瘤医院林桐榆教授，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首钢医院顾晋教授，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

院邵志敏教授，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周俭教授以及分会的各位常委及委员。中华医学会肿

瘤学分会秘书长、中国医科大学党委常委王振宁教授主持会议。

徐惠绵教授在开幕式上首先发言，对各位院士、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本次大会以“传承

中创新、协作中发展”为主题，旨在为肿瘤学发展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将中青年团队作为肿瘤学建设

的工作重心。在未来的日子里，肿瘤学分会将参与国家大健康计划，承担国家卫计委深化医疗改革的相

关任务，为我国肿瘤防治事业的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

开幕式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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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惠绵教授讲话

尚红院长讲话

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教授代表党政领导班子和全院教职员工讲话，对詹院士、

程院士、樊院士等专家的光临表示热烈欢迎。感谢中华医学会对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认可，此

次会议提供了与诸多同道探讨前行的机会，为推动国家医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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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卫生计生委陈金玉副主任在讲话中指出，在徐惠绵教授的带领下肿瘤学正处于发展的最好时机，

中青年学术团队优良，国内外学术交流频繁，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为辽宁省医疗事业的发展做出

了杰出贡献。

王大方副秘书长代表中华医学会对大会表示了肯定与赞赏，指出本次会议是历届中华医学会中青年肿

瘤学术会议中规模最大、参与成员最多的一届；肯定了肿瘤学分会对我国肿瘤事业发展的领导地位，并

鼓励中青年成员为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努力奋斗。

陈金玉主任讲话

王大方秘书长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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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后，樊嘉院士、顾晋教授、林桐榆教授、周俭教授为“明日之星”获奖者颁奖。

樊嘉院士颁奖

林桐榆教授、周俭教授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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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典礼结束后，正式进入“院士论坛”环节。詹启敏院士关于“科技创新与精准医学”的专题报告

指出，现代医学对科技进步的依赖性增强，应更注重多学科交叉整合。提出精准是医学发展的目标和要求，

精准医学是转化医学研究的重要内涵和目标，是循证医学新的历史要求，是实现 4P 医学的重要手段。

程京院士关于“肺癌相关检测与分析”的报告详细阐述了肺癌防治与基础研究的转化途径及前沿进展，

生物芯片的应用发展以及心理因素对肿瘤发生发展的影响。

詹启敏院士报告

程京院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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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川刚生教授对日本《胃癌治疗指南》及《胃癌诊疗规范》进行了详细解读，从病理诊断、手术、辅

助治疗等多个角度剖析了日本胃癌诊疗的发展与现状。

樊嘉院士关于“中国肝癌诊疗与临床研究进展”的专题报告提出，坚持早诊早治、强调规范治疗、加

强综合治疗、提倡转化医学、注重循证医学是肝癌诊治的努力方向。

深川刚生教授报告

樊嘉院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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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教授关于“罕见遗传病研究的乐趣与体会”的专题报告谈到了在研究过程中的两点重要体会，实

验研究的创新性及论文发表的实效性。

顾晋教授关于“整体提高中国结直肠癌诊疗水平的思考”报告中提出对我国结直肠诊疗水平的期望。

张学教授报告

顾晋教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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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3 日下午，12 个学组各自举办了分会场学术活动，进行了 150 场特邀专题报告，内容涵盖肿瘤

防治的各个领域。肿瘤内科学组、妇科肿瘤学组、肺癌学组、姑息治疗学组、胰腺肿瘤学组进行了精彩

学术讨论；胃肠肿瘤学组、肝脏肿瘤学组、结直肠肿瘤学组、淋巴瘤学组、乳腺肿瘤学组在学术活动后

进行了换届选举；肿瘤转化医学学组，早诊早治学组经过半年的筹备正式成立。

本次大会梳理了我国高发、常见的恶性肿瘤防治领域最新成果及进展，针对当今恶性肿瘤的临床研究、

基础与转化研究、综合与转化治疗、姑息与早诊等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对我国

肿瘤学发展及肿瘤防治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8 年 6 月 24 日上午在沈阳举行了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第十一届青年委员会换届会议。经中华

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常委推荐及地方医学会推荐，中华医学会组织管理部共收到 48 名青委候选人的申请材

料。经资格审查，其中 1 人因为中级职称，不符合要求，所以不纳入本次评审。在有效候选人 47 人中，

18 个省份只有一名候选人，经组织部与分会协商，为了扩大青委影响力，只有唯一候选人的省份不参与

评审，直接入选青委会。剩余 29 名有效候选人，经过肿瘤学分会 21 名常委投票，按照得票数，淘汰得

票最低的 3 人，最终产生 26 名青委会委员。经“中华肿瘤 明日之星”大型评选活动初决赛，选出 4 人

入选青委会。总计 48 人入选肿瘤学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

会场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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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组换届：中华医学会第十一届肿瘤学分会常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22 日在沈阳胜利

召开。会议应到常委 21 人，实际参会人数 16 人，请假 5 人，另有学组及筹备学组组长 7 人参加。会议

详细讨论了学组换届改选的问题，经举手表决，确立了肝癌学组（樊嘉）、胃肠肿瘤学组（王振宁）、

结直肠肿瘤学组（顾晋）、淋巴瘤学组（林桐榆）及乳腺肿瘤学组（邵志敏）的组长人选。2018 年 5 月，

由医学会组织部开始组织换届人选申报程序，经学组推荐，组织部资格审查，确立了各学组换届人选。

2018 年 6 月 24 日上午在沈阳举行了肝癌学组、胃肠肿瘤学组、结直肠肿瘤学组、淋巴瘤学组及乳腺肿

瘤学组的换届改选。

2018 年对于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加强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基本知识和新知识、新技术的更新，不

断提高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尤为重要，而继续医学教育正是一条有效的、切实可行的途径。为提高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对继续医学教育的认识和重视，肿瘤学分会不断创新思路，制定了相应的配套措施，把继

续医学教育工作作为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强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对继续医学教育的认识和

重视。肿瘤学分会发动所有委员下基层，由基层医院牵头，各委员与相关科室共同订阅相关医学专业技

术教育杂志、期刊，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并制定激励机制，使全员的学习

热情和积极性大幅度的提高。

2018 年积极开展各专业学术活动及学术科普推广，通过“中华肿瘤 明日之星”大型评选活动充分

调动我国青年医师参与基础与临床研究的积极性，为肿瘤学分会做足了人才储备。肿瘤学年会与 POST-

ASCO 会议无论是在参会人数及受邀专家级别上均达到了同期学术会议的巅峰。积极召开胃肠癌、肝癌、

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青委会 -- 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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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诊治规范与进展学术研讨会，积极推进诊治规范在我国基层医院的普及。另外，学会出版相关治

疗指南，并通过义诊、现场讲座、科普文章、展板宣传等形式向公众科普肿瘤防治诊断相关知识。

2018 年协助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完成甲状腺癌、肺癌、胃癌、食管癌、胰腺、乳腺癌、宫颈癌、子

宫内膜癌、卵巢癌、淋巴瘤共计 10 个肿瘤诊疗规范的修制定工作。参与修订肿瘤内科用药规范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