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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规范肿瘤登记工作的开展，提升肿瘤登记数据质量，进一步推动肿瘤登记工作的进程，以国际上肿瘤登记现状

和趋势为依据，结合河南省肿瘤登记工作经验及现状，并参考专家意见，制定了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登记工作规范。结

果显示，建立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登记处是开展肿瘤登记工作的基础，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建立

健全本辖区肿瘤登记制度，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本辖区肿瘤登记工作，指定省级癌症中心为省级肿瘤登记中心，承担

全省肿瘤登记工作。市、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行政部门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本辖区的肿瘤登记工作。选择登

记覆盖区域内的户籍人群作为肿瘤登记的目标人群，采用被动和主动收集相结合的方法，收集目标人群中所有恶性肿

瘤、原位癌等的发病、死亡和生存信息，以及相关人口学统计资料信息，并开展随访工作。从可比性、完整性、有效性和时

效性４个方面对肿瘤登记数据的质量进行评估。提示，健全的肿瘤登记工作规范是肿瘤登记工作质量的坚实保障。在

肿瘤登记处迅速增加的背景下，依据肿瘤登记工作规范开展肿瘤登记工作，对于提高肿瘤登记数据的质量至关重要，从

而为肿瘤防控提供真实可靠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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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性肿瘤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公共
卫生问题［１－４］。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年新诊断超过４００万例癌症患者，超过２４０万人
因癌症死亡，而且其发病率仍呈现上升趋势［５－６］。随着
人口的逐步老龄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
慢性感染、不健康生活方式和环境等危险因素的累加，
我国恶性肿瘤的防控形势十分严峻［７－９］。政府十分重
视恶性肿瘤的防控工作，自２０００年以来，陆续颁布一
系列肿瘤防控相关政策以及规划纲要［１０－１１］。肿瘤监测
作为肿瘤防控工作的基础，也得到政府的极大重
视［１２－１３］。２０１９ 年 我 国 颁 布 的 健 康 中 国 （２０１９－
２０３０）———癌症防控行动方案对肿瘤监测提出了明确
的目标和要求，而肿瘤登记全人群覆盖和质量提升成
为重要内容，肿瘤登记在落实全民健康战略中的作用
也愈发重要［１１，１４］。为了促进河南省肿瘤登记处的建
立与发展，规范肿瘤登记工作的实施，提高肿瘤登记数
据质量，为肿瘤防控提供真实可靠的基础数据，特此制
定本规范。

１　肿瘤登记的目的和意义

肿瘤登记报告是根据统一的技术和方法，对目标
人群中的肿瘤发病率、死亡和生存数据进行定期收集、
存储、排序和统计分析的统计系统。这种技术方法是
一种收集人口癌症发病率信息的国际标准方法，目的
是了解人群中恶性肿瘤的发病、死亡和生存状况，为肿
瘤病因研究提供依据，为卫生工作规划和肿瘤防治计
划制定、肿瘤防治效果评价和考核提供基础数据［１５］。

２　建立人群为基础的肿瘤登记处

肿瘤登记处是搜集、贮存、整理及报告肿瘤发病、
死亡和生存信息的部门，进行肿瘤登记报告工作需具
备以下基础条件。

２．１　建立健全辖区肿瘤登记制度
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建立

健全本辖区肿瘤登记制度，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本
辖区肿瘤登记工作，指定省级癌症中心（肿瘤防治研究
办公室）为省级肿瘤登记中心，承担全省（区、市）肿瘤
登记的具体工作。市、县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行
政部门组织、协调、监督和管理本辖区的肿瘤登记工
作，可以根据当地肿瘤流行情况，指定当地医疗卫生机
构或疾控中心设立肿瘤登记处，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
设备和经费。地方政府或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制定并颁
布实施肿瘤登记报告制度的规范性文件［１６－１７］。

２．２　制定肿瘤登记报告实施细则
省肿瘤登记中心负责实施全省（区、市）肿瘤登记

工作，并制定实施方案，建立肿瘤登记数据库，并进行
技术指导、人员培训、质量控制、考核评价。此外，肿瘤

登记处还将负责病例的收集、核实、反馈、随访以及上
报工作，最终建立肿瘤登记数据库。根据全国肿瘤登
记中心的统一要求以及当地的实际情况，制订肿瘤新
发病例登记报告实施细则（包括报告程序、核实和随
访、各基层单位职责分工等），确保此项工作的建立和
持续运行。

２．３　获取可靠的人口学数据
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履行肿瘤登记报告职责，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提供居民死因监测数据。除上
述机构外，登记处还应建立肿瘤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
的多源发现渠道，与基层医疗卫生网络和临床医疗机
构建立工作关系，开展病例核实和随访工作，保证数据
的准确性。根据死亡统计资料进行疾病补充登记，并
定期向公安统计部门获取人口数据。

３　完善肿瘤登记组织

肿瘤登记处在卫生行政部门的管理下，负责成立
肿瘤登记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一般由卫
生行政管理、肿瘤病理、肿瘤临床和流行病学及生物统
计学等专家组构成；由其统筹安排本行政区域肿瘤登
记报告工作，除定期召开会议之外，还负责对区域肿瘤
登记工作进行技术培训、业务指导、质量控制及数据的
审核和整理。根据肿瘤登记工作的专业特性和技术要
求，为肿瘤登记处配置具有相应专业水平的工作人员，
建议每个登记处配备３名专职人员［１８］。

４　资料收集内容与方法

４．１　目标人群
目前我国普遍采用登记覆盖区域内的户籍人群作

为肿瘤登记的目标人群。选择户籍人群作为目标人群
的前提条件是有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能够区分目标
人群和非目标人群。同时，能够获取目标人群在区域
外肿瘤诊断和治疗的信息［１９－２０］。

４．２　收集内容
肿瘤登记收集目标人群中所有恶性肿瘤（ＩＣＤ１０：

Ｃ００－Ｃ９６）、原位癌、中枢神经系统良性肿瘤和中枢神
经系统动态未定或者未知肿瘤（ＩＣＤ１０：Ｄ３２－Ｄ３３．９，

Ｄ４２．０－Ｄ４３．９）的发病、死亡和生存信息，以及目标人
群的人口学统计资料。具体收集变量和相应的标准可
参考《中国肿瘤登记数据集标准》［２１－２２］。新发病例的数
据包括个人信息（如姓名、性别、年龄、出生日期、身份
证号码、出生地、住址、民族、职业、婚姻状况等）；肿瘤
信息包括发病日期、组织学类型、解剖学部位（亚部
位）、临床分期、诊断依据等；报告单位信息，如报告日
期、诊断单位、报告单位、报告医生等；随访信息包括随
访患者的死亡日期及生命状态等。肿瘤死亡资料来源
于全人口死因登记报告，包括根本死因为非肿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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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肿瘤病例的死亡资料。除去发病信息之外，还应包
括死亡日期、死亡原因、实足年龄、主要诊断、诊断级别
和依据、死亡地点等。人口数据资料来自我国人口普
查数据和公安统计部门逐年提供的人口数据，包括居
民总人口及其性别与年龄构成。

４．３　收集方法
资料收集采用被动和主动收集相结合的方法。各

个医疗机构定期向肿瘤登记处提交癌症发病登记卡，
或登记处工作人员主动检查医疗单位新发癌症病例的
诊疗历史，提取肿瘤发病信息。同时，登记处定期通过
医疗保险机构（新农合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职工医疗保险及商业医疗保险）和居民死因报告系统
获取相关因肿瘤疾病报销或死亡医学证书中提及肿瘤
发病信息的个案记录以补充新发病例登记，保证肿瘤
登记的完整性。

４．４　开展随访工作
通过电话以及社区居委会、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

展随访工作，获取病例的生存情况。

５　质量控制

肿瘤登记工作的核心是描述肿瘤疾病负担，为肿
瘤防控政策制定、病因学研究以及防治效果评价提供
基础数据。而肿瘤登记发挥以上功能的前提是质量可
靠的数据。因此，登记处的首要任务为质量控制，应贯
穿于肿瘤登记的整个过程。肿瘤登记处应根据自身特
点，在工作的各个方面和环节严格执行质量控制程序
以及工作规范。

５．１　一般要求
肿瘤登记中收集的信息应确保数据数量的完整

性，杜绝漏报，并每年进行１次漏报调查。肿瘤登记应
全面覆盖报告区域，借助各级医疗机构和各种途径，收
集尽可能多的肿瘤病例以免减少漏报。报告卡的质量
直接影响登记数据的质量。肿瘤登记报告卡上的基本
填写项目应完整。肿瘤登记资料信息要求准确无误。
同时，质量控制还要求各报告单位及时上报相关信息
给肿瘤登记处。

５．２　原则与方法
根据《中国肿瘤登记工作指导手册》［２３］和国际癌

症研究中心数据质量控制标准，从可比性、完整性、有
效性和时效性４个方面对肿瘤登记数据的质量进行评
估［２４－２５］。

可比性是指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采用通用的标准或
定义，使不同登记处发病率数据之间真实可比。为保
证可比性通常对以下指标采用一致的标准或定义，如
癌症发病日期的定义、偶发诊断病例、分类与编码
等［２５］。采用《中国肿瘤登记工作指导手册》的规定来
定义发病日期，以恶性肿瘤患者的发病日期作为“诊断

日期”，国内登记处一般以“医生首次诊断或病理报告
提及癌症的日期”作为诊断日期。除常规诊断外，把癌
症筛查中或腔镜检查以及尸检中发现的“偶发”病例，
也列为癌症新发登记病例，筛查日期及尸检日期为发
病日期，通过死因补发病中仅有死亡医学证明书的肿
瘤病例，其死亡日期为发病日期。国内登记处目前采
用《国际疾病分类肿瘤学专辑，第３版》ＩＣＤ－Ｏ３进行肿
瘤分类与编码，采用（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
分类，第１０次修订本）ＩＣＤ１０进行资料的统计分
析［２６］。

登记处收集病例的完整性是指收集的数据占目标
人群所有发病病例的程度，是肿瘤登记质量控制过程
中的重要部分。其中数据来源、独立病例的发现、历史
数据对比方法等作为评估完整性的方法。完整性评价
指标包括组织学确诊比例、死亡／发病比、病例的平均
来源数、不同人群发病率的比较、年龄别发病率曲线、
不同时间发病率的稳定性、儿童癌症发病率的稳定性
等，俘获／再俘获方法也可以用于评价肿瘤登记报告数
据资料的完整性［２４］。

有效性是指具有给定特征（如肿瘤部位、年龄等）
真实属性的登记病例的比例。通常用病理诊断比例、
死亡发病比、仅有死亡医学证明书比例等指标来评价。
同时，还应注意登记病例信息的内部一致性，例如性
别／部位、年龄／出生日期、部位／组织学／年龄、部位／组
织学等信息间的一致性［２５］。

时效性一般指发病日期（诊断日期）到数据被利用
时（年报、研究报告、论文）的间隔。登记地区及时获取
并报告癌症信息，会提高肿瘤登记工作的效率，但是新
发病例登记流程自身存在滞后性，时效性考虑就是在
效率与完整性间取得平衡。目前对时效性无统一的国
际标准。为平衡与完整性和准确性的关系，全国肿瘤
登记中心要求各登记地区于诊断年份后的３０个月内
提交数据［２５］。

５．３　审核流程
各级登记处收集上报资料后，首先检查资料的完

整性。在确认资料完整后，使用ＩＡＲＣ／ＩＡＣＲ工具软
件中的Ｃｈｅｃｋ程序逐一检查所有记录的变量是否完
整和有效，同时对不同变量之间是否合乎逻辑的一致
性进行检查。然后使用数据分析软件及数据库软件生
成统一表格，对登记数据的完整性、有效性做出评估。
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对登记资料进行核实、补充与修
改，直至符合数据要求。省级肿瘤登记处负责审核省
内各肿瘤登记处数据质量，将符合质量要求的登记处
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并撰写年度报告。国家肿瘤登记
处负责审核各省级登记处上报的辖区内肿瘤登记数
据，并进行汇总分析，撰写报告。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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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肿瘤登记数据审核流程图

６　加强人才培养和专业培训，提高登记报告质量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登记处的支持机构应确保肿
瘤登记专业团队的相对稳定和持续发展。依据肿瘤登
记的原则和方法以及质量控制标准，对登记报告人员
进行全面的业务分类培训，制定并实施登记员考核制
度，培养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以确保肿瘤登记工作的
规范化和一致性，逐步提高肿瘤登记报告质量。

７　数据统计和报告

登记覆盖人群中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和生存率
主要信息来源是基于人群的肿瘤登记，其主要目的之
一是对不同人群中的癌症发病率数据的描述。审查和
分析收集的肿瘤数据并定期编写肿瘤登记数据分析报
告是肿瘤登记机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各级专业肿瘤
登记机构应及时整理分析数据资料，积极向政府和卫
生行政部门报告社会群体中肿瘤发生和死亡水平的统
计信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定期公布肿瘤登记数
据，充分利用登记报告中的信息［２７］。

８　肿瘤登记资料的保密性和伦理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的颁布，对肿瘤登
记数据资料的保密性提出了新的要求。肿瘤数据资料
的收集应遵守医疗数据资料保密原则。未经授权，任
何人不得翻阅和使用肿瘤登记数据。肿瘤登记相关工
作的开展应注意以下方面的保密性，如肿瘤登记数据
的收集和上报、数据的分析和利用、临床数据资料的保
密性、死亡数据的保密、间接识别信息的保密性以及数
据储存，转换和通信。肿瘤登记资料的获取、保存以及
利用应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和《纽伦堡守则》中提及的

医疗伦理基本原则［２８］。

结语与展望

肿瘤登记在恶性肿瘤防控工作中具有重要的作
用，是制定肿瘤防控政策、评价防控效果的基础性工
作。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成覆盖全国的肿瘤登记网
络，登记地区覆盖人口已经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

３０％，但是我国肿瘤登记在登记处分布的均衡性、数据
利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时效性等方面存在不足［２９］。
我国政府近年来对肿瘤登记工作的重视程度逐渐增
加，肿瘤登记工作在所有县区覆盖、提升肿瘤登记数据
质量以及促进信息资源共享利用成为各省肿瘤登记工
作的重要内容和工作目标。在肿瘤登记处迅速增加的
背景下，规范肿瘤登记工作的流程，对于提高肿瘤登记
数据的质量至关重要［３０］。同时，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
断发展，需完善肿瘤登记数据来源的共享机制，建设和
完善肿瘤登记信息平台，不断细化和丰富肿瘤信息，从
而促进肿瘤登记高效、高质量的开展，为我国的肿瘤防
控提供具有科学价值的基础数据。
利益冲突　无

参考文献

［１］　陈宏达，郑荣寿，王乐，等．２０１９年中国肿瘤流行病学研究进展

［Ｊ］．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２０，２４（４）：３７３－３７９．
［２］　Ｓｕｎ　Ｄ，Ｌｉ　Ｈ，Ｃａｏ　Ｍ，ｅｔ　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ｂｕｒｄ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ｒｅｎｄｓ，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Ｃａｎｃｅｒ　Ｂｉｏｌ　Ｍｅｄ，２０２０，１７（４）：８７９－

８９５．
［３］　Ｑｉｕ　Ｈ，Ｃａｏ　Ｓ，Ｘｕ　Ｒ．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ｂｕｒｄ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ｔｉｍｅ－ｔｒｅ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０［Ｊ］．Ｃａｎｃ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２１，４１（１０）：１０３７－

·０６７· 张韶凯，等　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登记工作规范



１０４８．
［４］　Ｓｏｅｒｊｏｍａｔａｒａｍ　Ｉ，Ｂｒａｙ　Ｆ．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０２０－２０７０：１０［Ｊ］．Ｎａｔ　Ｒｅｖ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２０２１，１８（１０）：６６３－６７２．
［５］　Ｚｈｅｎｇ　Ｒ，Ｚｈａｎｇ　Ｓ，Ｚ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６［Ｊ］．Ｊ　Ｎａｔ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ｎｔ，２０２２，２（１）：１－９．
［６］　Ｃａｏ　Ｗ，Ｃｈｅｎ　ＨＤ，Ｙｕ　ＹＷ，ｅｔ　ａｌ．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ｕｒ－

ｄｅｎ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ａｎ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２０［Ｊ］．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Ｊ（Ｅｎｇｌ），２０２１，１３４（７）：７８３－

７９１．
［７］　郑荣寿，孙可欣，张思维，等．２０１５年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

［Ｊ］．中华肿瘤杂志，２０１９，４１（１）：１９－２８．
［８］　Ｃｈｅｎ　Ｗ，Ｘｉａ　Ｃ，Ｚｈｅｎｇ　Ｒ，ｅｔ　ａｌ．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ｂｙ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ａｇｅ，ａｎｄ

ｓｅｘ　ｉｎ　ｓｉ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ｔｏ　２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ａｂｌ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

ＯＬ］．Ｌａｎｃｅｔ　Ｇｌｏｂ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９，７（２）：ｅ２５７－ｅ２６９［２０２２－０６－０８］．

ｈｔｔｐｓ：／／ｐｕｂｍｅｄ．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３０６８３２４３／．
［９］　Ｘｉａ　Ｃ，Ｚｈｅｎｇ　Ｒ，Ｚｅｎｇ　Ｈ，ｅｔ　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ｂｕｒｄｅｎ　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ｈａｎｄ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Ｔｏ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９，２８（６）：６６９－６７５．
［１０］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

规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５年）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７〕１２号［Ｊ／ＯＬ］．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２０１７（７）：１７－２４［２０２２－０６－０８］．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０２／１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６７８８６．

ｈｔｍ．
［１１］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总体

要求、重大行动及主要指标［Ｊ］．中国循环杂志，２０１９，３４（９）：８４６－

８５８．
［１２］　魏文强，沈洪兵．中国癌症防控历史、现状与展望［Ｊ］．中华疾病

控制杂志，２０１９，２３（１０）：１１６５－１１６８，１１８０．
［１３］　潘锋．肿瘤登记有力推动中国癌症防控事业发展———访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赫捷教授［Ｊ］．中国医

药导报，２０２０，１７（２５）：１－３．
［１４］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健康中国行动———癌症防治实施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Ｊ］．中国肿瘤，２０１９，２８（１１）：８０３－８０６．
［１５］　张思维，陈万青，王乐．中国肿瘤登记工作３０年［Ｊ］．中国肿瘤，

２００９，１８（４）：２５６－２５９．
［１６］　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肿瘤登记管理办法

的通知：国卫疾控发〔２０１５〕６号［Ｊ／Ｏ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公报，２０１５（１）：１９－２０［２０２２－０６－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

ｎｈｃ．ｇｏｖ．ｃｎ／ｊｋｊ／ｓ５８７８／２０１５０２／１ｆ４２ｂ４６ｅ６ｄａａ４３ｅｅ９ｅｄ２６０ｃｂ６ｂｄ１ｂ９７７．

ｓｈｔｍｌ．
［１７］　《肿瘤登记管理办法》的解读［Ｊ］．中国卫生法制，２０１５，２３（３）：

４５．
［１８］　汪祥辉，雷通海．论我国肿瘤监测系统的建设［Ｊ］．中国肿瘤，

２００１，１０（５）：３－４．
［１９］　Ｂｒａｙ　Ｆ，Ｚｎａｏｒ　Ａ，Ｃｕｅｖａ　Ｐ，ｅｔ　ａｌ．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ｏｗ－ｏｒ　ｍｉｄ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
［Ｍ／ＯＬ］．Ｌｙｏｎ （Ｆ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４［２０２２－０６－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

ｂｏｏｋｓ／ＮＢＫ５６６９５７／．
［２０］　Ｖａｌｓｅｃｃｈｉ　ＭＧ，Ｓｔｅｌｉａｒｏｖａ－Ｆｏｕｃｈｅｒ　Ｅ．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ｌｕｘｕｒｙ　ｏｒ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Ｊ］．Ｌａｎｃｅｔ　Ｏｎｃｏｌ，

２００８，９（２）：１５９－１６７．
［２１］　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中国肿瘤登记数据集标

准［Ｊ］．中国肿瘤，２０２１，３０（８）：５７６－５８７．
［２２］　孙可欣，刘硕，庹吉妤，等．《中国肿瘤登记数据集标准》解读［Ｊ］．

中国肿瘤，２０２１，３０（１０）：７３４－７３９．
［２３］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肿瘤登记工作指导手册（２０１６）［Ｍ］．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４］　Ｐａｒｋｉｎ　ＤＭ，Ｂｒａｙ　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ｇ－

ｉｓｔｒ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ａｒｔ　ｉｉ．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Ｊ］．Ｅｕｒ　Ｊ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９，４５（５）：７５６－７６４．
［２５］　Ｂｒａｙ　Ｆ，Ｐａｒｋｉｎ　Ｄ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ｔ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ｇ－

ｉｓｔｒ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ａｒｔ　ｉ：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ｌｉｎｅｓｓ［Ｊ］．Ｅｕｒ　Ｊ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９，４５（５）：７４７－７５５．
［２６］　郑扬，刘玉琴．ＩＣＤ－１０与ｉｃｄ－ｏ－３编码方法在肿瘤登记工作中的

应用［Ｊ］．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１０，２８（１３）：１４８－１５０．
［２７］　陈洁．肿瘤登记报告管理的研究进展［Ｊ］．中医药管理杂志，

２０１９，２７（１６）：２２７－２２８．
［２８］　丛亚丽，胡林英，张海洪．人群流行病学研究的伦理审查［Ｊ］．医

学与哲学（Ａ），２０１７，３８（７）：６－１０．
［２９］　魏文强．中国肿瘤登记工作及其在落实全民健康战略中的作用

［Ｊ］．中国肿瘤，２０２０，２９（１０）：７２１－７２４．
［３０］　魏文强，赫捷．大数据信息化背景下我国肿瘤登记工作的思考

［Ｊ］．中华肿瘤杂志，２０１９，４１（１）：１５－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５－２５　修回日期：２０２２－０６－１１　本文编辑：张勋

【本文文献著录格式】　
张韶凯，陈琼，张璐瑶，等．以人群为基础的肿瘤登记工作规范［Ｊ］．社区医学杂志，２０２２，２０（１３）：７５７－７６１．ＤＯＩ：１０．１９７９０／ｊ．ｃｎｋｉ．ＪＣＭ．２０２２．１３．１０．

·１６７·社区医学杂志２０２２年７月第２０卷第１３期　　Ｊ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ｄ，Ｊｕｌｙ　２０２２，Ｖｏｌ．２０　Ｎｏ．１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