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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关口前移
▲本报记者  张雨  陈惠  任艺  张璐  裘佳  董杰  宋箐  窦洁  见习记者  宋晶

刚刚过去不久的 2016 年对于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而言，是极其不寻常的一年。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

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在上海召开……

如今健康已不仅仅是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国家的事。与此同时，多项文件共同将关口前移、

预防为主作为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

在不久前召开的“《医师报》医学家峰会”上，本报记者就该问题对包括众多院士在内

的诸多专家进行了采访。在他们眼中，“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是什么？又该如何实现呢？

如果“病了才采取措施”

那么建再多医院、培养再多医

生，也于事无补。如果在疾病

早期就予以介入，不但可以获

得更好的效果，还会节省更多

的费用，但做起来也很困难。

首先，医生群体在意识中

要形成“预防为主”的概念，

要对老百姓进行广泛、深刻的

宣传，更重要的是要有全民健

康的管理体系。

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预防需要经费的支持。

烟酒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不小比

重，但烟伤肺、酒伤肝，国家

应该从这些方面中抽取相关经

费用于人们的健康维护。只有

全民动员起来，才能达到我们

的目的。

但话说回来，现在的医生

真的很辛苦，甚至连仅仅完成治

病的精力都不够，他们没有更

多精力去顾及健康和健康教育。

有关部门需要为医生减负。

“健康中国”的实现以每

一个个体的健康作为前提。在此

过程中，人人都要做好自身的健

康保健，在没有生病前，做好预

防工作，减少疾病的发生。

健康保健要从以下几方面

考虑。首先是加强健康知识的

宣传，让大家认识到健康体检

的重要性并至少每年参加一次

健康体检。对于体检中发现的

问题，一定要早诊早治，不能等。

其次，在健康体检的基础

上建立切实有用的健康档案，

再配合国家正在推进的家庭医

生制度，做好自身的健康管理。

现代社会节奏快，大家对

于自己健康的关注稍显放松。

如有专业的健康管理人员为大

家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和咨询，

将会大不一样。

科普是医学工作者参与预

防工作的有力武器。

首先，所有的医学工作者

都应该把科普当成是自己分内的

事。一次科普活动、一篇科普文

章，能让成百上千的患者受益。

其次，科普一定是科学的

科普，不能以讹传讹。科普中

的一条重要原则便是“一定由

专家来做”，传达正确、成熟

的知识，科普不是讨论。

再次，大众可以获取医学知

识，但知识和看病不是一回事。

保健看自己，看病一定要找大夫。

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物

质生活的改善，很多疾病其实

都是吃出来的。如何合理改变

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是最为重

要的。

中医倡导“治未病”。如

何在生病前，做好自己的健康

管理，也是减少我国医疗支出

的重要部分。世界卫生组织早

已明确，在预防上花一块钱，

可在治疗上节省 8.5 元，可减少

100 元抢救的费用。

当前，我们亟需将预防做

到基层，落到实处，并且追求

预防效能。我们需要下基层、

下企业、进机关、进学校，根

据年龄和个体差异努力把体检

做得更加个性化，把群体宣教

变成个体化的解读，这种转变

非常困难，需要很多努力，更

需要时间和耐心。

此外，还要将预防和康复结

合起来，实现大众的自我管理，

可以从公务员、警察、消防队员、

小学生、高危人群家属等着手，

普及必要的急救技能。

要实现自救能力的普及和

健康素养的提升，可能还需要

10~20 年的时间，但随着经济

水平的提高和大健康、大卫生

理念的深入人心，这一天一定

会到来。

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关键

是要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一，要保持健康、平和

的心态。第二，合理饮食、均

衡营养，适当的进食肉类、谷

类、水果，会对健康有很大帮

助。第三，适度运动。达到有

氧运动的水平对健康人是合适

的，但是对于患者的锻炼，要

结合具体的病情，制定适当的

锻炼方案。第四，调整好社会

关系，能够平和地处理好身边

的人和事。第五，近几年，雾

霾严重，国家也在下大力气治

理，我们个人在平时亦可多做

一些贡献。如少开车、将垃圾

分类、处理自己生活中的污物

等，都是在为环保做贡献，对

防病、治病也能起到间接的帮

助作用。

公益科普几乎可以涵盖所

有人群，保护的不仅仅只是患

者。我们可以将近年来业内大

热的“精准医学”与科普相结合，

形成精准科普，即针对不同人

的不同需求进行科普。

例如新生儿父母应该接受

新生儿科学喂养的知识，老年

人则需要老年保健的相关知识。

因此需要建立不同的平台。

医生在公益科普上有着天

然的责任和义务。首先，很多

疾病通过预防是可以避免发生

的，公益科普能够进一步减少

临床压力。其次，科普知识的

传播可使患者更加了解疾病，

积极配合治疗，快速康复，为

患者带来更好的受益。再次，

通过科普能使公众正确认识疾

病、认识健康，避免资源浪费。

在我看来，预防可以分为

三个层面，一是不生病，二是

少生病，三是生病在早期尽量

治愈，不出现严重的并发症。

青春期医学必须研究的性

发育、生长发育、心理行为发

育恰好符合关口前移至 -1 岁的

理念。青春期医学的另一个关

口是心理行为发育。随着物质

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心理行为

健康越来越被重视，未来对其

重视程度甚至要超越躯体健康

问题。

推进健康的生活方式，达

到不生病、少生病、生病早期

被治愈的目，需要专业化的科

普。希望有更多的专业医生去

做科普知识的宣传，地毯式清

扫、消除死角，把科普知识带

给每一个人。解放繁忙的医生，

专设医学科普工作者，建立一

个长期、系统、制度化的科普

管理模式，使科普工作更好更

有效地推进。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樊代明

“预防为主”关键要形成全民理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李兰娟

以健康体检为基础做好健康管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  郎景和

要强调医生在预防中的作用

绍兴市人民医院院长  郭航远

把正确的健康理念和信息传播给老百姓

湖州市中医院院长  顾掌生

做好预防实际上就是在省钱

中国医师协会心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张健

关口前移五步走

中国医师协会医学科普分会会长  郭树彬

公益科普从“健康中国”到精准健康

中国医师协会青春期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委  于泓

让专业的医生去做专业的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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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群众中去的健康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