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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癌 ( b l a d d e r  c a n c e r ， B C) 是泌尿系统肿

瘤 中 最 常 见 的 恶 性 肿 瘤 ， 同 时 也 是 全 球 第 九 大

常 见 肿 瘤 [ 1 ]。 目 前 ，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 关 于 B C 公

认 的 危 险 因 素 是 吸 烟 [ 2 ] 。 同 时 ， 饮 食 可 能 也 作

为 影 响 因 素 参 与 了 B C 的 发 生 发 展 [ 3 ]， 因 为 许 多

食 物 通 过 代 谢 可 以 产 生 或 被 激 活 成 潜 在 的 致 癌

物 质 ， 进 而 通 过 泌 尿 系 统 排 出 ， 如 饮 用 自 来 水

中 的 氯 化 副 产 物 和 砷 [ 4 ]。 由 于 B C 需 要 频 繁 的 随

访 及 检 查 ， 因 而 B C 是 医 疗 开 支 方 面 最 昂 贵 的

疾 病 之 一 [ 5 ]。 探 索 与 B C 相 关 的 影 响 因 素 将 有 助

于 实 施 预 防 措 施 ， 尽 管 流 行 病 学 证 据 仍 存 在 争

议 ， 但 饮 食 仍 被 认 为 是 预 防 癌 症 重 要 的 影 响 因

素 之 一 [ 6 ]。 本 文 将 阐 述 饮 食 因 素 对 B C 的 影 响 ，

并 重 点 关 注 饮 食 结 构 的 几 个 方 面 ， 包 括 摄 入 食

物 的 种 类 、 特 定 微 量 营 养 素 的 摄 入 量 及 循 环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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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膀胱癌(bladder cancer，BC)是泌尿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因为许多食物的代谢产物通过泌尿系统

排出体外，所以饮食可能影响BC的发生，调节饮食可能成为预防BC发生的一种有效手段。饮食因

素包括蛋白、脂肪、肉类、水果和蔬菜、其他食品(如乳制品、茶叶、鸡蛋和鱼类)的摄入量，以

及循环系统中微量营养素的浓度均影响BC的发生。

[关键词]	 膀胱癌；饮食；肿瘤预防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et and 
bladder cancer

LIU Wenlong, REN Minghua 

(Department of Ur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Bladder cancer is a common malignant tumor in the urinary system. Because many food metabolites are excreted 

from the body through the urinary tract, diet may affect the occurrence of bladder cancer. Therefore, diet regulation 

may become an effective means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bladder cancer. Dietary factors are associated with 

bladder cancer in several ways, including protein, fat, meat, fruits and vegetables, intake of other foods (such as 

dairy products, tea, eggs and fish),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micronutrients in the circulator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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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蛋白质摄入量与 BC 的关系

A l l en等 [ 7 ]在一项前瞻性调查中发现：动物蛋

白摄入量增加与BC的患病风险正相关，而植物蛋

白摄入增加与患病风险负相关。尿素是蛋白质代

谢后经泌尿系统排泄的主要含氮代谢物，而高蛋

白饮食会增加尿液中的尿素浓度。Liu等 [8]通过动

物模型探讨了持续的高尿素刺激是否会损害尿路

上皮，从而增加致癌的风险，其研究结果表明：

在高尿素浓度的刺激下，膀胱尿路上皮细胞会发

生炎症反应、细胞周期阻滞和细胞凋亡通路的异

常激活，为高蛋白饮食诱发BC提供了新的线索。

此外，有研究 [9]还发现蛋白摄入量高与BC发生风

险增加有关的另一种解释是动物蛋白特别是乳蛋

白，可能会增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的循环浓度，

这种肽激素可能会增加BC的发生风险。因此推测

高蛋白饮食可能会增加患BC的风险。

2  脂肪摄入量对增加 BC 发生风险的影响

S t e i n m a u s 等 [ 1 0 ]通 过 对 多 病 例 的 荟 萃 分 析 发

现：高脂饮食会使B C的发生风险增加37%。但也

有不一致的研究结果产生，Br inkman等 [11]分析发

现：摄入α -亚麻酸后B C的发病率降低7 3 %，摄取

多量植物脂肪会使B C的发病率降低61%，他们认

为膳食脂肪是一种异质的常量营养素，为明确其

在BC病因学中的作用，需要单独研究单个脂肪酸

的作用。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是由于膳食脂肪可

以从动物或植物来获得，且包含40多种不同的脂肪

酸；此外，在食品加工和烹饪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其

他脂肪酸，而根据化学结构，各种脂肪酸之间可能

存在不同的代谢，甚至生理作用完全相反[12]。关于

脂肪的摄入量对BC的影响，有研究 [13]认为：脂肪

的摄入引起了全身和局部变化，例如胰岛素、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1、瘦素蛋白、类固醇激素以及细

胞因子水平的改变，从而影响BC的发生。推测不

同脂肪酸的摄入对BC的发生风险有不同甚至完全

相反的作用。

3  肉类摄入量对增加 BC 发生风险的影响

Lin等 [14]通过884例病例及878例对照进行病例

对照研究后发现：红肉的摄入与BC的发生存在显著

的计量反应趋势，即大剂量摄入红肉后发生BC的风

险会明显增加。但是2014年发表的基于1 558 848名

参与者的荟萃分析 [15]表明：红肉的摄入量与患BC
无关，但加工过的肉类的摄入与增加BC的发生风

险相关。Wu及其团队 [16]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他

们认为摄入大量加工过的肉类或加工过的红肉，

发生BC的风险分别会增加28%和41%。关于加工肉

类增加BC患病风险的机制，有研究者 [17]认为因为

亚硝酸盐在加工肉类中十分丰富，亚硝酸盐进入

人体形成内源性亚硝胺，会增加BC的患病风险。

而红肉的摄入对BC患病风险产生影响的原因为红

肉在高温烹饪时会产生杂环胺和多环芳烃来增加

患膀胱的风险 [18]。提示摄入大量的加工肉类可能

会增加BC的发生风险。

4  水果及蔬菜的摄入量对 BC 发生的影响

大 量 的 研 究 对 水 果 及 蔬 菜 的 摄 入 与 B C 发 生

风 险 之 间 的 关 系 进 行 了 调 查 ， 但 其 结 果 并 不 一

致 。 L i u 等 [ 1 9 ] 发 现 蔬 菜 和 水 果 的 摄 入 量 每 增 加 
200 g/d，BC的发生风险会分别下降8%和9%。Yao
等[20]在Embase和PubMed中进行检索，纳入31项观

察性研究，涉及12 610例患者和1 121 649名参与

者，结果发现：水果和蔬菜的摄入使患BC的风险

降低了17%。与这些发现不同的是，Bradbur y等 [21]

在欧洲癌症和营养前瞻性调查(EPIC)中通过对约

470 000名参与者进行评估，结果发现：水果和蔬

菜摄入量与患B C的风险无关。Bü c h n er等 [ 2 2 ]为确

定 水 果 及 蔬 菜 的 摄 入 量 与 B C 发 生 风 险 之 间 的 关

联，对233 236名受试者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

水果和蔬菜的结合摄入量及分开摄入量与BC的发

生均无相关。流行病学发现的不一致与多种因素

相关，如烹饪方法的差异、食用蔬菜及水果的膳

食环境的差异、不同个体遗传的差异会影响蔬菜

及水果中有效成分的代谢等。蔬菜及水果的摄入

影响BC患病风险的原因，有研究认为因为水果及

蔬菜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植物化学物质和抗氧化

剂营养素，具有潜在的抗癌特性，从而影响BC的

患病风险[23]。

5  循环系统中微量营养素的浓度和 BC 发
生风险的关系

研究 [24]表明：血清硒浓度对BC风险具有保护

作用，但血清中视黄醇或β -胡萝卜素的浓度不能

降低BC的发生风险。然而Tang等 [25]在2014年发表

的流行病学研究的荟萃分析认为：血清或血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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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A、总类胡萝卜素、α-胡萝卜素、β-胡萝卜

素、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的浓度升高降低了BC的发

生风险。Liang等 [26]进行的病例对照研究表明：血

浆α-生育酚和视黄醇浓度对BC的发生有潜在保护

作用。对血浆类胡萝卜素和吸烟的联合作用的研

究 [27]表明：BC，特别是在吸烟者中，可能是一种

可以通过营养干预预防的疾病。一项对日裔美国

人进行的大型前瞻性研究 [28]表明：吸烟是BC的一

个重要危险因素，而胡萝卜素对该病的发生具有

显著的保护作用。据报道 [29]，在男性吸烟者中血

清25-羟基维生素D浓度较低者与较高者相比，发

生BC的风险增加近2倍。然而，Mondul等 [30]通过

收录250个男性病例及250名男性对照进行研究，

发现相比于总循环维生素D，游离维生素D对BC的

发生具有保护作用。

6  其他与 BC 发生风险相关的因素

一 些 研 究 对 与 B C 有 关 的 其 他 食 物 成 分 ， 如

乳制品、茶叶、鸡蛋和鱼类进行了探究。瑞典进

行的一项研究 [31]提出：乳制品的总摄入量、牛奶

或 奶 酪 的 摄 入 量 与 B C 的 发 生 的 风 险 没 有 显 著 相

关性，但发酵奶制品(如酸奶)的摄入量可以显著

降低B C的发生风险，即每天摄入≥2份发酵奶的

个 体 患 B C 的 风 险 比 从 未 饮 用 过 培 养 乳 的 个 体 低

3 8 %。荷兰关于饮食和癌症的队列研究 [ 3 2 ]证明发

酵乳制品摄入量较低与BC发生风险有弱相关性。

Wa n g等 [ 3 3 ]通过对8  2 2 5位个体进行分析后，认为

茶的摄入与BC的发生风险没有关联，而绿茶的摄

入对BC的发生具有保护作用。2013年发表的一项

荟萃分析报告 [34]称：鸡蛋的摄入与BC的发生没有

相关性，煎鸡蛋的摄入使B C的发生风险增加了2
倍。Li等 [35]通过纳入14项研究，对320 264名参与

者进行分析，发现鱼类的摄入量与BC的发生风险

没有显著关联。

此外，有研究者认为地区和饮食习惯的不同

对BC的患病风险产生了影响。一种典型的饮食习

惯即地中海饮食，是泛指希腊、西班牙、法国和

意大利南部等处于地中海沿岸的南欧各国以蔬菜

水果、鱼类、五谷杂粮、豆类和橄榄油为主的饮

食风格。Brav i等 [36]通过对地中海人群进行研究表

明：能够良好坚持地中海饮食方式[地中海饮食评

分(Mediterranean Diet Score，MDS)≥6]的人群与

对地中海饮食方式依从较差(M D S  0 ~ 3 )的人群相

比，患BC的风险会降低35%。

7  结语

尽管饮食因素与BC发生风险关系的研究发现

了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且没有强有力的证据可

以证明特定饮食因素或食物中存在任何常见微量

营养素的摄入能有效降低BC的风险，但是不可忽

视的一点是：富含水果和蔬菜的饮食以及低加工

肉类饮食可能会对BC的发生产生一些保护作用。

深入挖掘水果和蔬菜中的活性功能成分，将是预

防BC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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