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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出生缺陷日——
如何更好守护生命起点健康

早期筛查应该怎么做

9月12日是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活动
主题是：预防出生缺陷，守护生命起点健康。

2012年我国估算的出生缺陷总发生率
为 5.6%，2022 年出生缺陷发生率为 2.5%至
3.0%。

及早的筛查和诊断对于预防和管理出
生缺陷至关重要。目前，全国婚前检查机
构、孕前检查机构已超过3000家，产前筛查
机构超过 4000 家，产前诊断机构超过 500
家，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 259 家，所有区县
均设置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采血机构。

多位妇产科专家表示，抽取孕产妇外周
血，应用血清学方法对胎儿进行筛查，是避
免缺陷患儿出生的重要途径之一。不同地
区可因地制宜确立本地区的单基因遗传病
筛查病种。同时，要重视相关健康教育、优
生检查和咨询指导。

随着科技发展，基因检测也越来越常
见。无创DNA、携带者筛查、全外显子基因
检测……越来越多必查项目以外的产前检
查进入孕产妇的视野。

近年来，不断进步的筛查和诊疗技术也
让部分“缺陷宝宝”成为不幸中的“幸运
儿”。专家介绍，比如，先天性食道闭锁经过
早发现、早治疗，手术治愈率能达98%，对孩
子以后的生活质量几乎没有太大影响。

三道“防线”帮您预防

为预防出生缺陷，我国努力设置三道
“防线”——

一级预防把好婚前、孕前关口，通过健
康教育、婚前保健、孕前健康检查等服务，让
出生缺陷尽可能不发生。

二级预防通过提供全方位孕产期保健
服务，加强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和知情干预，
进一步减少严重致死致残出生缺陷。

三级预防是在出生后尽早对新生儿进
行疾病筛查，通过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和
早康复，尽可能减少出生缺陷导致的婴幼儿
死亡和先天残疾。

根据《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
（2023—2027年）》，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筛查
诊断机构建设，加强专业人才培养，推进筛
诊治康一体化服务，促进出生缺陷疾病早诊
早治，有效减少儿童先天残疾，全面保障儿
童健康。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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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基层为重点
整合县、乡、村医疗资源

把县、乡、村的医疗资源整合、打通，
才能更好实现“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日
常的头疼脑热在乡村解决”。国家卫生健
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发布会上表示，至8月
底，已有2171个县建立了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

雷海潮称，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就是要打通上下级医疗机构之间的联系，
做到信息通、人员通。另外，在管理上要
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目的就是让上级的
资源和管理能够帮扶和带动基层的发展，
使得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够比较方便地
获得较高品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以基层为重点，为居民提供就近就
便的医疗卫生服务。”雷海潮介绍，今年以
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影
像、检验、心电诊断等资源共享中心建设，推
进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结果共享互认，群众
在基层就能享有同质化检查诊断服务。

同时，以人员下沉为核心，加快推动
医共体内人员、技术、服务、管理等资源下
沉，开展巡回医疗和巡诊派驻，把优质资
源和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雷海潮称，根据工作计划，到明年年
底，90%以上的县要建立县域医共体，紧
密型的程度要有新的提升，上下之间机构
的协同度更加良好、信息更加融通、人员
交流更加频繁，使得基层服务能力和水平
得到持续提升和改善。

队伍人数达到30.5万
疾控体系重塑初见成效

截至2023年底，全国疾控、监督专业
队伍人数达到30.5万，较2019年增长了
14%；疾控专业队伍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员
占比达到61.7%；中国疾控中心高级专业
技术岗位比例增至55%……发布会上公
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疾控专业队伍力量持
续加强。

“疾控体系重塑初见成效。”国家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
说，目前各级疾控局已挂牌成立，布局建
设15个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基本建成
上下联动、功能完备的疾控工作体系。

加强监测预警、做到“早发现”，是有
效防范和化解传染病疫情风险的第一道
关口。王贺胜介绍，在监测预警和应急处
置方面，目前我国所有省级和90%的市级
疾控中心具备核酸检测和病毒分离能力，
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今年年底将
达到25支，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实现
市、县全覆盖。

在创新医防协同机制方面，制定了33
条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控责任清单，压实医
疗机构疾病防控责任；医疗机构疾控监督
员制度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启动医防协
同、医防融合试点及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
试点。

在强化人才培养方面，实施高水平公

共卫生人才培养支持项目，每年遴选培养
一批国家级领军人才；中国疾控中心和15
个省级疾控中心实行了分领域首席专家
制度；联合教育部在国内18所高校建设高
水平公共卫生学院。

基本建成了优质高效的
中医药服务体系

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中具
有独特优势。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
国家中医药局局长余艳红说，“十四五”以
来，我国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

建设27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中医项
目，布局35个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遴
选1158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支持130个
地市级中医医院建设中医特色重点医院，
90%以上的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开设
了中医临床科室……发布会数据显示，我
国中医药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
药局坚持中西医并重，促进中西医协同发
展，在机制建设、模式创新、人才支撑等方
面打出政策“组合拳”。

同时，国家中医药局会同教育部推动
本科临床医学类专业开设中医药必修课
程，大力发展西医学习中医教育培训，中
西医结合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基本建成了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
体系。”余艳红说，2023年，全国中医类医
疗卫生机构约9.3万个、总诊疗人次达到
15.4 亿，分别较 2020 年增加 29.2%、
67.4%。我国已基本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中医馆设置全覆盖。同
时，一体推进中医药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
展也取得新成效。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降至15%，降幅达18.9%

我国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已从
2015年的18.5%下降到2023年的15.0%，
降幅达18.9%。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介绍，
国家卫生健康委坚持预防为主，加强医防
融合，推动构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全流
程的慢性病健康管理服务体系。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是指30岁至
70岁人群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
或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死亡的概率，这是
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慢性病预防控制水
平的重要指标。

据介绍，我国累计超过97%的县区开
展了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
体重、健康骨骼”为主题的全民健康生活
方式行动。截止到2023年，全国共建成
485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县区
覆盖率已经达到17%。

此外，以重大慢性病的早期筛查和早
期干预为切入点，我国逐步建立起预防、
筛查、诊断、治疗、康复全流程的管理服务
模式，进一步推动慢性病的防治关口前
移。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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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能否更好地就近看

病就医、看上好中医？防范

传染病如何做到“早发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

“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卫 生 健 康 系 统 怎 样 来“ 落

地”？

国新办 12 日举行的“推

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

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

局有关负责人回应社会关

切，用一个个数据讲述我国

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进

程。

绍兴医护人员上门为“家
庭病床”患者进行巡诊、护理等
健康服务。 新华社发

参观者在北京服贸会现场
体验人体运动能力评估系统。

新华社发

工作人员在银川养老服务业博览会
上为参观者做眼部检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