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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健康需要全社会关注
采访嘉宾：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向伟

采 访 者 ：本报记者  杨萍

“如何使儿童拥有一个良好的家庭和

社会环境，如何保障儿童权利、增进儿童

福利，如何让承载国家未来的儿童身心健

康成长……这些看似社会化的话题，却都

是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会（以

下简称“专委会”）应该研究的内容。”

在新任中国医师协会儿童健康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海南省妇幼保健院院长向伟看

来，儿童健康不只是儿科医生的事情，更

是需要全社会参与、关注的大事。

人们一般认为，健康

就是指身体的无病状态，

只要身体没有疾病就可称

为健康。其实，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世界

卫生组织就对健康重新定

义：“健康是身体上、精

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

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

病或者不虚弱。”该定义

一直延用至今。对儿童来

讲，除了身体、精神以及

社会适应上的完好，儿童

健康还应包括其特有的生

长发育完好。

实际上，儿童健康既

不是儿童保健，也不仅局

限于临床儿科学。儿童健

康是集预防和医疗为一体

的大健康概念，儿童健康

医学旨在保护、促进儿童

身心健康、潜能发挥和能

力发育，培养其良好的性

格、气质和行为。

成立专委会，最初是

由第一届主任委员丁宗一

教授等人提出来的。丁教

授认为，在我国乃至世界，

对儿童健康都没有引起足

够的重视，多数儿科医师

对儿童健康工作的认识存

在明显不足，他们过多关

注患病儿童，对儿童健康

工作重视不够，与当今医

学模式的转变背道而驰。

他强调，儿童健康事业内

涵丰富，推进儿童健康事

业，仅靠儿科医师是不够

的，需要团结各界热心儿

童健康的人士。时任中国

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理解

了丁宗一教授的想法，专

委会很快成立。其宗旨为：

建立健康医学，推动健康

促进。专委会工作重点是

促进保护儿童健康以及预

防危及儿童健康的各种危

险因素，包括各种儿童产

品及用品。

在中国医师协会二级

机构中，儿童健康专业委

员会属于较早成立的二

级机构之一。和儿科医师

分会、新生儿专科医师分

会、儿童重症医师分会不

同的是，专委会从建立之

日起，就有各界自愿为儿

童健康服务的人士参加，

共同为儿童健康事业奉

献力量。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

视健康，然而，就是在全

民学营养的氛围下，一些

错误的观点却大行其道，

如社会上曾出现过的“牛

奶有毒论”、“食物相克”、

“张悟本事件”等，这些

观点、事件影响了甚至误

导着人们的健康观念。

又如，一些不正确的

胎教观念也在疯传。有些

孕妈妈特别喜欢把耳机放

到肚皮上，美其名曰音乐

胎教。真正的胎教是什么

呢？科学的胎教，是孕妈

妈有充足的营养、良好的

心态、足够的睡眠、适量

的运动，这对胎儿发育才

是最好的。而不是应用一

些未经科学验证方法进行

所谓的胎教。

儿童健康是大健康，

专委会有责任、有义务去

做一些工作，宣传正确的

健康观念、宣传健康的育

儿理念。

当 前 专 业 人 才 欠 缺

成为影响儿童健康事业

发展的掣肘。儿科医师短

缺，儿童保健医师更加短

缺，从事儿童健康的专业

人员和社会人员更是少

之又少。这主要是因为，

临床医学生不愿意当儿

科医生，而儿科医生又不

愿意专门去做儿童保健，

许多人认为儿童保健就

是量量体重、测测身高。

集 预 防、 诊 疗 知 识 为 一

体的儿童健康专业人才

当然更加不足。

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

社会各界的关注，呼吁恢

复儿科系、提高儿科医师

待遇，以及颇有争议的儿

科医师降分录取，都代表

儿科医生短缺现状受到了

社会重视。专委会也一直

在呼吁，希望更多人加入

到保护儿童健康队伍。

另外，我们还要提高

儿科医师队伍素养、提高

对儿童健康的认识。当前，

很多医生只关注疾病与个

体，只要治好患者的疾病

就非常有成就感。殊不知，

对于新世纪的医生来说，

工作重心应作战略转移，

重视儿童健康工作。儿科

医生不仅要善于治病，还

要懂得如何预防疾病，不

仅要关注个体，更需要关

注群体，给予患者（公众）

全方位的健康监测。在儿

童健康工作中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这是新世纪、新

形势赋予儿科医生新的要

求、新的责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后，我国全面实施一对夫

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

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

行动。这给儿童健康工作

提出新的挑战。随着政策

放开，高龄产妇开始增多，

高龄产妇更容易带来高危

新生儿的出生，如何保证

高危新生儿的正常生长发

育、如何减少疾病的发生、

如何使二孩心理行为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正常？这些

课题都需要儿童健康工作

者深入研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久坐不动的生

活方式被世界卫生组织定

义为“静坐生活方式”，

它使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肥 胖 的 发 生 危 险 增 加 一

倍。儿童同样无法幸免。

《国际心脏病学杂志 》

刊发的研究发现，儿童每

日看电视两小时，高血压

风险增加 30%。一项美国

研究发现，如果小孩子饮

食情况比较糟糕，将会带

来严重的体重指数以及胆

固醇指数的变化。

美 国 儿 科 学 会 建

议：2 岁以下婴幼儿不要

看电视或视频，2 岁以上

幼 儿 每 天 看 电 视 时 间 应

控 制 在 1~2 小 时， 不 主

张在卧室放电视，鼓励孩

子 做 一 些 看 电 视 以 外 的

事，如出门运动、画画、

阅 读、 与 朋 友 一 起 玩 耍

等，更重要的是，多让孩

子与家人在一起。

同时，网络上不加屏

蔽 的 信 息 对 儿 童 心 理 健

康，也产生重大影响。有

少数学生模仿电视画面或

网络游戏，使儿童早恋、

暴力行为等增多。这些新

的挑战，需要全社会各界

共同应对。

儿童健康事业的健康

发展，需要全社会的关心、

支持、参与、合作。第四

届委员会改选，吸纳了许

多自愿为儿童健康服务的

社会人士，包括企业及联

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的 代 表

等。未来，专委会将发展

更多会员，积极推动儿童

健康事业发展。

专委会将继续做好两

大任务：医师学术普及和

科学健康知识普及。借助

学术普及，提高儿科医师

的专业素养。第四届委员

会换届会上，同时举办首

届南海国际妇幼健康高峰

论坛，学术内容全方位关

注妇幼健康，

包 括 成 立 儿

童肥胖学组；

抓 住“ 互 联

网 +” 时 代

下的行业发展新机遇，深

入探讨如何利用信息时代，

增强妇幼健康知识传播。

借助健康知识的普及，向

全社会呼吁关注儿童健康。

另外，追求健康应成

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目

标，降低孕产妇死亡率、

降低婴幼儿死亡率、延长

预期寿命，都与儿童健康

密切相关。作为儿童健康

工作者，我们不只要懂得

如何预防、治疗疾病，保

障儿童的正常生长发育，

还要主动参与一些儿童相

关的食品、药品、法律法

规的制定，从源头上，解

决儿童健康方面的问题。

医师报：如何定义儿童健康？

向伟：儿童健康包括躯体和心理健康，也

包括生长发育健康。

儿童健康是集预防和医疗
为一体的大健康

孕妇把耳机放在肚子上不是胎教

医师报：如何确保儿童健康？

向伟：尽早培养出一支高素质的从事儿童健康事业的专业队伍，帮助社会公众消除误区。

2岁以下婴幼儿不要看电视

医师报：随着社会发展，儿童健康面临哪些新

的挑战？

向伟：儿童躯体、心理健康，都面临不可回避

的挑战。

学术普及和健康知识普及
缺一不可

医师报：专委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向伟：吸引更多人加入专委会，做好学术普及

和健康知识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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