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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乙醇）
胃肠道

血液 肝脏 乙醛 乙酸
ADH ALDH

脸红、头痛、恶心、心跳加快、宿醉

致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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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lobal number of alcohol-attributable cancer cases, 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 and 
age-standardised incidence rate of alcohol-attributable cases in 2020, by cancer site and sex

一、Statistical analysis



一、Statistical analysis
10g酒精相当于100ml红酒，或一罐375ml啤酒，或30ml40度白酒

适度饮酒：每天
酒精摄入量＜20g，
影响13.9%的病例

风险饮酒：每天
酒精摄入量在
20~60g，影响
39.4%的病例

大量饮酒：每天
酒精摄入量＞60g，
影响46.7%的病例



2.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 and age-standardised incidence rate of 
alcohol-attributable cancer cases in males in 2020, by country

二、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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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 and age-standardised incidence rate of 
alcohol-attributable cancer cases in females in 2020, by country

二、Results

3.7



二、Results
4.Global number of alcohol-attributable cancer cases, by 10 g per day increase in 
alcohol consumption and sex



三、Discussion
1.为什么中国人是饮酒致癌的高危人群呢？

        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人群中，携带乙醛脱氢酶突变

等位基因（ALDH2*2）的更多，高达28%-45%。这种遗传变

异导致更容易因为摄入酒精而发生癌症。

2.酒精可通过多种生物学途径导致癌症

1.DNA损伤和蛋白质、脂质代谢的改变；

2.氧化应激；

3.雌激素和雄激素等激素调节的改变；

4.作为其他致癌物质（如烟草中的化学物质）的溶剂，间接

促进癌症的发展。



IF: 202.731

1.与适度饮酒相关的健康风险仍存在争议。少量饮酒可能会降低某些健康后
果的风险，但会增加其他健康后果的风险，这表明总体风险部分取决于背景
发病率，而背景发病率因地区、年龄、性别和年份而不同。

3.在通过对饮酒安全值与性别、年龄、地域等方面的分层影响进行了系统研
究后，研究指出，40 岁以上的成年人每天喝一两杯酒，可能会降低患心脏
病、中风和糖尿病的风险，而对于 40 岁以下的人来说，并没有同样的好处。

文献速递

2.第一个考虑疾病背景发病率对酒精消费水平的影响的研
究



几项研究发现饮酒与全因死亡率或负担之间存在 j 型关系的证据；在低消费水
平下，酒精会降低全因死亡的风险，而超过某个阈值则会增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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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18 年《柳叶刀》上发表”Alcohol use and burden for 195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90–2016: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6”强调一切酒精消费行为，无论数量多少，都会损害健康。

一、Statistical analysis



一、Statistical analysis



在饮酒过量的人群中，最常见的年龄段是15-39岁的人群，约占总人数比
例的60%，而饮酒过量的男性占比则高达76.9%

Pro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consuming harmful amounts of alcohol, defined as consumption 
in excess of the mean non-drinker equivalence level,  by sex and age group, in 2020

一、Statistical analysis



1.对于15-39岁的年轻人酒精产生相关健康风险的主要原

因是受伤：过量饮酒导致的摔倒，交通事故等；而饮酒对

于老年人的疾病负担影响，主要表现为心血管疾病以及癌

症风险的影响，因此，在考虑酒精对人体造成健康总危害

时，需要考虑人群中现有疾病的情况。

2.在40岁以上且没有任何潜在健康风险的成年人，少量饮酒

可能会健康获益，如降低心脏病、中风以及糖尿病的发生风

险。而对于安全饮酒量的阈值也出现了一定的升高，健康风

险最小化的酒精消费量每天为0.5到2个标准杯。

二、Results



三、解酒药

2022年7月4日，由瑞典公司 De Faire Medical 开发的药物Myrkl在英国上
市。该药号称首款真正有效的解酒药，是一种能在60分钟内分解70%
酒精的益生菌制剂。

主要成分是两种肠道细菌——枯草芽孢杆菌和凝结芽孢杆菌



三、解酒药



四、结论

    在部分人群中发现的不饮酒能够将健康损失降至最

低的研究结果，并不等同于戒酒建议；同样，适量饮酒

能够降低部分人群健康风险的风险，也不等同于建议40

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适度地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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