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黄 鑫 周欣怡 
       刘玉凡 张锡坤 
   通讯员 刘红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 月 18 日，在第 30 个
“世界防治结核病日”来临之际，由中国防
痨协会、中国防痨联合体主办，山东省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山东防痨协会协办的“2025
年324世界防治结核病日耐药结核病救助联
合行动项目启动仪式暨首届无结核社区建设
创新论坛”在济南启幕。来自全国结核病防
治领域的权威专家、医疗机构代表、公益组织
及企业代表300余人齐聚泉城，以“创新技术
赋能防控，携手共筑无结核未来”为主题，
共谋终结结核病流行的创新路径。其中，山
东省无结核社区建设工作得到高度肯定。
  传统耐药结核病的治疗周期一般是18
-24 个月，抗结核新药普托马尼的短程治
疗方案将治疗周期大幅缩短至6 个月，治
疗有效率显著提升，且毒副作用更低。耐
药结核病救助联合行动项目首批在13个省
的15 家定点医院实施，免费提供价值300
万元的普托马尼片，惠及35例耐药结核病
患者。
  在“无结核社区建设创新试点授牌仪
式”环节，全国 11 家单位获颁首批试点称

号。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主
任赵雁林介绍，自2022 年启动以来，全国无
结核社区行动已覆盖28个省份，通过“主动
筛查、预防性治疗、精准管理”三位一体模
式，试点社区结核病发病率平均下降 30%
以上。赵雁林说：“无结核社区不仅是技术
创新的试验田，更是全民参与的防控网络，
未来将成为我国终结结核病的核心阵地。”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
记、主任张忠法分享了山东经验。截至目
前，山东 12 市的 57 个县区参与了创建工
作，其中，淄博市、烟台市、滨州市、泰安市
在全域范围开展了无结核社区建设工作。
  张忠法介绍，无结核社区建设工作的
顺利开展，一是得益于各级政府和卫生行
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一方面省级经费支持
国家和省级项目点建设，市级和县级对各
自的项目均有不同程度的经费支持。另一
方面各级卫健委（局）及时出台了相关文
件，保证创建工作全面推进；二是利用先
进的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工具和信息化管理
工具，提高了结核病防治工作的精准性和
高效性。三是各项目点积极统筹辖区资
源，扎实稳妥推进无结核社区建设各项工
作，如把重点人群结核病筛查与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融合，在老年人健康体检和
糖尿病人随访服务中增加肺结核筛查，有
的县在老年人健康体检中增加X胸片，实
现一扫双筛，这些措施都是保证无结核社
区建设工作成功实施的坚实基础。四是各

地积极开展“三筛两管一动员”，实现早期发
现传染源或者潜在的传染源，并通过对传染
源的规范管理，从而切断传播途径。通过创
新形式开展社会动员，不断提高大众结核病
知晓率。

  □ 侯春玲

  2024 年 6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
教育部、体育总局等16个部门发布《“体重
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启动“体重管理
年”行动； 2024 年 12 月 5 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办公厅印发《体重管理指导原则
（2024 年版）》……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体
现了体重管理是一次全民行动，每个人都应
增强体重管理意识，提升技能，做自己健康
的第一责任人。

形势严峻，体重管理刻不容缓

  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20 年）》及相关研究，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
的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34 . 3% 和16 . 4%，这
意味着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存在超重或肥胖问
题。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居民超重和肥胖率
呈持续上升趋势，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到
2030 年，成年人超重肥胖率将达到70 . 5%，儿
童超重肥胖率将达到31 . 8%，农村地区成人超
重率和肥胖率将超过城市地区。 
  超重，特别是肥胖，不仅影响人的外
观，还容易导致自卑、不愿交流等心理问
题，引起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更甚者还
有增加多种疾病发生的可能。目前，已知肥
胖与200 多种疾病的发生有关。据预测，到
2030 年，全国与肥胖相关慢性病的医疗费用
预计将突破4000 亿元，体重管理不仅关乎个

人健康，更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科学分析，体重异常原因多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的《体重管理
指导原则（ 2024 年版）》指出：体重指数
（BMI）是衡量人体胖瘦程度的一个常用标
准，其计算方式是体重（ kg ）除以身高
（m ）的平方。依据现行《成年人体重判
定》（WS/T428-2013 ）行业标准，我国成
年人体重指数应维持在18 . 5≤BMI＜24 . 0 ，
BMI＜18 . 5 为体重过轻，24 . 0≤BMI＜28 . 0
为超重，BMI≥ 28 . 0 为肥胖。成年人男性腰
围≥ 90 厘米、女性腰围≥ 85 厘米为中心型
肥胖，85 厘米≤男性腰围＜90 厘米、 80 厘
米≤女性腰围＜85厘米为中心型肥胖前期。
学龄前儿童、学龄儿童青少年以及其他人群
体重分别使用各自不同的筛查和推荐值标
准。明确将BMI≥ 28 . 0 或腰围超标（男性腰
围≥ 90 厘米、女性腰围≥ 85 厘米）列为慢
性病预警信号。 
  我国居民体重异常的原因多种多样，饮
食不均衡，摄入的热量过多或过少，或者饮
食中缺乏某些营养素；长时间久坐，缺乏足
够的体育锻炼，新陈代谢变慢，热量消耗减
少；长期睡眠不足或过多，引起内分泌紊
乱，身体分解脂肪能力降低；某些抗抑郁和
激素类药物等都有可能导致体重增加。此
外，遗传因素可能会影响人体的基础代谢
率、脂肪分布等，使得一些人天生就容易

发胖。

精准施策，管理要科学有效

  全人群应把保持健康体重作为目标，并
贯穿全生命周期。体重管理要坚持预防为主
的原则，针对自身不同情况，持之以恒地进
行科学有效的体重管理。
  合理膳食，总量控制。健康体重取决于
能量摄入与能量消耗的平衡。饮食要均衡，
要注意营养搭配，多吃蔬菜水果，多吃优质蛋
白，少吃油腻、加工食品，远离垃圾食品。要
细嚼慢咽，学会总量控制，防止暴饮暴食。
  坚持不懈，科学运动。要坚持不懈，要
有足够的毅力和恒心。根据各自不同的年
龄、身体和环境条件，尝试运动锻炼多样
化，有条件的设置专门运动时间，常做伸展
运动，减少久坐时间。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疾
病等特殊人群，一定要注意运动安全，科学
评估，量力而行，必要时应在专业人员指导
下进行锻炼。
  适度睡眠，放平心态。不同年龄段的人
因其生长发育以及生理特点的差异，对睡眠
时间有着不同的需求，《体重管理指导原则
（2024 年版）》给出的各年龄段的适宜睡眠
时间是很好的建议和指导。
  另外，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保持
健康体重。长期心理压力过大、情绪低落或
受过心理创伤、患有抑郁症和焦虑症的人，
可能伴有食欲不振或暴饮暴食的行为，从而

导致体重下降或肥胖。

明确目标，科学减肥

  在减重减肥的过程中，首先要制定合理
的减重减肥目标，运用科学方法，避免目标
过高过低或方法不当而引起的健康问题。其
次是采取措施，定期监测体重、腰围等变化
和评估体重状况，有条件的可配备“一秤一
尺一日历”工具包，建立自己的可视化管理
体系。
  同时，要避免急躁情绪影响，制定减重
减肥目标时要量力而行，速度不宜过快。国
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编写的《居民体重管理核
心知识（2024 年版）》指出：一般可按照每
周体重减少不超过0 . 5 公斤的速度，在3至6
个月内减少体重的5% 到 10% ，或在专业人
员的指导下设置合理目标，科学控制体重。
对于超重及肥胖儿童、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
孕产妇、有基础疾病患者等特殊人群，也给
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此外，科学减重减肥
一定要避开认知上的误区和陷阱，极端节食
不等于快速减肥、局部减脂不存在捷径、网
红药物不能替代健康管理。
  公众只有养成自律的健康习惯，主动学
习健康体重知识，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体
重管理年”行动才能效果，“健康中国行
动”才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作者来自山东社会科学院 记者李丽 黄
鑫整理）

  □记者 黄鑫 通讯员 孔丽娜 报道
  本报曲阜讯 近日，曲阜市口腔医院启动2025 年国
家项目——— 针对3-6岁学龄前儿童开展免费牙齿涂氟。
  该院组织医务人员，前往廖河湾、曲师大、东方等多
所幼儿园，为园内幼儿提供包括免费口腔健康检查、爱牙
微课堂以及牙齿涂氟等口腔健康服务。在口腔健康检查环
节，医务人员仔细检查孩子们的牙齿情况，并记录下每名
幼儿的口腔健康状况，为家长提供针对性的口腔健康建
议。同时，通过生动有趣的方式向孩子们传授正确的刷牙
方法和口腔保健知识。

  □记者 黄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与山东交运济
南长途汽车总站共同开设“健康直通车”，山大齐鲁医院
客运停靠点正式启用。
  据了解，“健康直通车”项目由山大齐鲁医院与济南
长途汽车总站合作发起。该项目以患者需求为导向，通过
整合交通枢纽辐射优势，为乘客构建一条安全便捷的就医
通道，打通群众就医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在山大齐鲁医院客运停靠点，乘客能够享受咨询、购
票、乘车的一站式服务，极大便利了就医乘客的出行。通
过现场咨询，乘客可得知详细的医疗信息和交通出行指
南；现场购票省却了乘客排队等候的时间。该服务模式的
推出，不仅增强了就医乘客出行的流畅度与效率，还显著
提升了就医乘客的整体出行体验。
  为了给特殊群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健康直通车”
还推出了多项贴心服务，如：免费接送至病房、轮椅服
务、行李寄存和托运等，这些举措保证了有不同需求的乘
客能得到及时、周全的照料。此外，为满足不同乘客的个
性化需求，济南长途汽车总站还承接各类包车业务，为乘
客提供更加灵活、便捷的出行方式。

  □记者 李丽 通讯员 苏建光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 月 19 日，记者从山东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为了让人民群众共享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成果，进一步提升卫生健
康服务水平，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委、
省政府部署要求，山东省卫生健康系统全力
推进2025 年“8+10 ”民生实事体系，着力提
高群众卫生健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提标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确定的全国卫
生健康系统8件为民实事：
  （一）推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实现儿科及儿童保健服务全覆盖。
  （二）每个县（市）至少1 家医院提供
心理门诊、睡眠门诊服务，全面开通全国统
一心理援助热线12356 应用，全省举办500 场
次以上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三）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提质
扩面，互认项目增加至300 项，接入互认共

享平台的医疗机构数量达到1000家。
  （四）积极发展托育服务，每千人口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 . 6 个以上。
  （五）取消医疗机构门诊预交金，将医
保患者住院预交金额度降至同病种个人自付
平均水平。
  （六）增加血液透析服务供给，提升服
务质量，各县（市）均能提供血液透析
服务。
  （七）实施无偿献血者奖励对象“一证
通全省”，全面深化“血费减免一次都不
跑”，便捷献血者异地办理血费减免。
  （八）省市举办“鲁医健康说”系列健
康知识发布会60场以上，全省组织健康知识
讲座2000 场（次）以上，开展“健康科普专
家走基层”活动不少于1 万场，推进健康知
识进万家。
  全力推进山东省卫生健康系统10件民生

实事：
  （一）按照“五有三提升”标准再改造
提升2万家村卫生室。
  （二）全面推广电子预防接种证，所有
县（市、区）均实现电子预防接种证上线
运行。
  （三）开展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中医药
干预省级试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初筛覆
盖率达到55%以上，并进行防控监测干预。
  （四）免费开展产前筛查和新生儿四种
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筛查率达到 9 0%
以上。
  （五）开展适龄女孩国产二价HPV 疫
苗免费接种和健康教育，适龄女孩相关知识
知晓率和疫苗接种满意率达到90%以上。
  （六）对35-64 岁农村妇女和城镇低保
妇女开展“两癌”（宫颈癌、乳腺癌）免费
检查，年度目标人群检查覆盖率达到 90%

以上。
  （七）开展结直肠癌防治健康宣教、高
危人群评估、初筛检查、早诊早治和行为干
预，免费实施 20 万例结直肠癌高危人群
筛查。
  （八）推进老年病医院、康复医院、护
理院建设，实现市级公立老年病医院全覆
盖，70% 以上县（市、区）建成1 所以上康
复医院或护理院，全省两证齐全的医养结合
机构达到1050家以上。
  （九）加快“鲁云急救”体系建设，推
动三级公立医院和有条件的二级公立医院救
护车升级改造为“5G+鲁云急救”救护车，
实现“上车即入院”。
  （十）推广“中药处方一件事”，每个
市至少建成1 处县（市、区）智慧共享中药
房，提供“线上煎药”服务，实现一次就医
即可享受中药代煎、配送到家服务。

聚焦民生需求，提升卫生健康服务水平

我省卫生健康系统全力推进2025年民生实事

增强体重管理意识，养成自律的健康习惯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耐药结核病救助联合行动项目启动

全国11家单位成无结核社区建设创新试点

  □ 王倩

  结核病，又称“痨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
疾病之一，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呼
吸道传染病。人体除头发、牙齿和指甲外都
可发生结核病，最常被侵犯的器官是肺脏，肺
结核占各种类型结核病的80% 以上。发生在
肺部以外各组织器官的结核病统称为肺外结
核病，常见的肺外结核病主要有淋巴结核、骨
关节结核、结核性胸膜炎、结核性脑膜炎、结

核性腹膜炎、肠结核、肾结核、附睾结核、女性
生殖器结核等。
  结核病的历史悠久。考古发现，早在公元
前8000 至9000 年的人类就已经患有了这种疾
病，在古埃及木乃伊身上也发现了存在骨结核
的证据。关于结核病最早的书面文献记载可
追溯到3300年前的古印度和2300年前的中国。
  结核病的今生依然活跃，但科学逐渐认
清了它的全貌。结核病的传染源主要是肺结
核患者。结核杆菌主要以飞沫的形式通过呼
吸道传播，肺结核患者咳嗽、打喷嚏、大声说
话和唱歌时，均可以产生含结核杆菌的飞沫，
健康人吸入含菌的飞沫可能受到感染。结核
杆菌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传染，如经消化道

传播，通过饮用罹患结核病牛所产的、未经消
毒的牛奶而感染；还有极少部分是通过破损
皮肤、黏膜接触等感染。
  结核病的早期症状没有特异性，如出现
持续咳嗽、咳痰2周以上、咯血或痰中带血等
症状要及时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结核病
的治疗原则为早期、规律、全程、联合、适量。
结核病经过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治
愈；如不接受规范治疗和管理，极易转为慢性
甚至发展为耐药结核病，不仅会影响个人的
健康、工作、生活，同时还会传染他人。
  人群对于结核杆菌普遍具有易感性，但
免疫力低下者、婴幼儿、老年人、HIV感染者、
免疫抑制剂使用者、糖尿病患者、营养不良者

更易被感染。虽然感染但并不意味着发病。
由感染者发展为病例还与宿主的免疫状态、
年龄、性别以及吸烟、酗酒、营养状况等生活
方式密切相关。
  结核病可以预防。不随地吐痰、咳嗽，打
喷嚏时掩住口鼻、戴口罩等都可以减少肺结
核的传播。对结核杆
菌潜伏感染者实施预
防性治疗，可阻断其
发病，并减少传播。

（作者系山东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医师 通讯员刘祥征
记者黄鑫整理）

结核病的前世今生

山大齐鲁医院客运停靠点启用

曲阜市口腔医院

免费为学龄前儿童牙齿涂氟

  □ 本报记者 黄鑫

  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比例逐年上升，且肥胖问题常伴
随代谢异常、内分泌失调或体质差异，单一科室干预往往
难以取得满意效果。近年来，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在科学减
重上加大步伐，充分发挥多学科专家优势，持续打造专
业、科学、规范、一体化的体重管理服务体系，做到防治
结合，帮助更多患者科学管理体重，预防疾病，拥抱健康
生活。

一站式服务，体重管理中心正式运行

  今年年初，青大附院体重管理中心正式运行，通过成
立体重管理标准化诊疗专家委员会，指导内分泌与代谢性
疾病科、临床营养科、中医科、胃肠外科、消化内科、儿
童保健科、产科、老年医学科、临床心理科、康复医学科
等10 余个学科开展全生命周期多学科体重管理工作，制
定体重管理相关诊疗规范、工作流程、质控标准等，采取
体重管理专科门诊和多学科协作（MDT ）相结合的模
式，为患者提供科学化、精准化、个性化的健康管理
服务。
  “医生，我这体重从小就没降下来过，身高 156 厘
米，现在有160 多斤。我和丈夫近期有生育计划，但我又
有多囊卵巢综合征，该怎么办才好？”今年年初在该院体
重管理中心内，一直受肥胖问题困扰的患者张女士一脸担
忧地对专家说。根据张女士的身体情况，该院专家为其定
制了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方案，从每日饮食的具体建议，到
锻炼时长、锻炼强度等，制定了严谨的健康管理处方。目
前，张女士的体重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专属减重方案，多学科联合解决肥胖问题

  23 岁的患者孙先生平常以肉食为主，不喜欢吃蔬菜，
不爱运动，目前体重已经接近280 斤。近日，他来到青大
附院体重管理多学科诊疗门诊就诊。“别担心，我们有多
种方案帮您减重，可以结合身体情况量身定制健康食谱，
配合有氧运动。”临床营养科专家说。诊疗过程中，多学
科专家还建议孙先生从改善生活方式出发，对减重期间遇
到的困难实行阶段性分散管理，同时建议家庭成员在其体
重管理过程中发挥正向作用，配合临床心理科治疗予以正
向引导。
  记者了解到，青大附院开设了体重管理多学科诊疗门
诊，通过综合评估患者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疾病情
况、用药现状、家族遗传、运动模式、睡眠习惯、心理状
态、代谢状况以及减重意愿等，由多学科专家共同制订包
含医学营养治疗、行为心理干预、运动干预、呼吸睡眠调
整、中医埋线针灸、药物治疗、减重与代谢手术等在内的
综合性治疗方案，并通过远程指导及随访管理，密切监测
与评估患者的减重速率、减重程度以及相关疾病改善情
况，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生活方式，实现理想体重的长期
维持。

推动关口前移，提供全面的生活方式干预

  国 家 卫 生 健 康 委 发 布 的 《 体 重 管 理 指 导 原 则
（ 2024 年版）》明确指出，生活方式干预是减重的基
础。青大附院通过多学科系统协作，避免药物滥用和
盲目节食导致的营养不良和内分泌紊乱等问题，以实
现患者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的自发改变与长期维持为
最终目标。
  体重管理多学科诊疗门诊以“安全、有效、可持
续”为目标，通过动态监测身体指标、定期随访调整
方案，为有减重需求的患者提供全面的生活方式干
预，帮助其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推动关口前移，减
少慢性疾病发生。
  针对减重问题，青大附院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科
专家说，要树立正确的“体重观”。一是转变观念，减
重是长期的管理过程，“一口吃不成胖子”，要避免短期
内体重的剧烈变化给代谢带来的不良影响；二是对于体重
控制不佳的肥胖症患者，药物治疗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
行，避免出现代谢异常；三是营造良好的体重管理环境，
特别是青少年体重管理，家长不要过度焦虑，应以科学的
态度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避免过度干预
或放任不管。

发挥多学科专家优势

青大附院打造防治结合

体重管理服务体系

主办：大众报业集团 山东省疾控中心

承办：大众新媒体大平台·健康山东云平台

□记者 李丽 通讯员 张锡坤 报道
  与会嘉宾正在了解一款最新的结核病筛查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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