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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发布
   力争到 2020 年成人因慢性病过早死亡降低 10%
      ▲  本报记者  张雨  董杰  窦洁

据推算，我国“肿瘤

幸存者”的总人数已经达

到 3000 万 人 以 上， 在 本

规 划 完 成 的 2025 年， 有

可 能 达 到 将 近 5000 万。

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

陆军总医院专家组刘端祺

教授告诉记者，这是一个

庞大的群体，是我国慢性

病群体中重要的、也是更

加需要给予关注和医疗照

顾的部分。

刘 端 祺 表 示，《 规

划》中提到的“2025 年，

总 体 癌 症 5 年 生 存 率 提

高 10%” 与“ 高 发 地 区

重 点 癌 种 早 诊 率 提 高 到

60%”目标是很有可能实

现的。

就其中的心血管指标

而言，目前心脑血管疾病

的死亡率是 241.3/10 万，

到 2020 年 下 降 10%， 到

2025 年 下 降 15%。 葛 均

波 指 出：“ 从 2017 年 到

2020 年只有 3 年的时间，

目标的实现还有些困难。”

因为我国心血管病的死亡

率仍在上升，危险因素并

未得到控制，高血压虽得

到初步控制，但糖尿病发

病率还在增加。

葛均波指出，一个体

系的建设需要有个过程，

但我们也看到各界都在做

着努力，如心血管健康联

盟大力推动胸痛中心的建

设， 覆 盖 1000 家 胸 痛 中

心 的 认 证， 使 急 性 心 肌

梗死患者能够早期得到救

治；“百万高血压队列研

究”在全国各地进行 H 型

高血压的筛选，“十三五”

的多项课题也在努力推动

心脑血管病的防控……

因此，葛均波有信心

2025 年心脑血管病防控目

标能够实现。

在肿瘤方面，要想实

现这些目标，刘端祺建议：

第一要加强肿瘤科普

宣 传 和 家 庭 全 科 医 生 的

队伍建设。许多患者就诊

时已是中晚期，癌症早期

发现与晚期发现的结局迥

异，早期发现往往有 90%

的治愈率，而晚期的治愈

率极低。

第二是建立“专病治

疗中心”。我国存在一些

癌症高发地区，如甘肃省

的食管癌胃癌、华东地区

的肝癌、两广的鼻咽癌等。

根据地域分布特点，可以在

当地建立“专病治疗中心”，

这些专病中心不必另起炉

灶，可以从现有的二级医

院“择优选择”，实现从

确诊到治疗的一条龙医疗

服务，使癌症患者治疗不

出省。河南林州的食管癌

诊疗就是成功的例子。

第三是制定“中国化”

的肿瘤治疗标准，特别是

缓和姑息治疗和针对癌症

幸存者的照护指南。目前，

我国关于肿瘤的诊疗指南、

专家共识等医疗文件，基

本参照国际指南，我们自

己的东西不多，原因是我

们缺乏高级别的临床研究。

需要在国家相应政策的支

持下，关注肿瘤生存者的

生存状态，提出我国的以

社区和乡镇为单位的对癌

症幸存者的照护方案，弥

补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第四是广泛建立“临终

关怀（安宁疗护）中心”。

每一种慢性病患者最终都

不能回避死亡，这在肿瘤患

者身上尤显突出。我国应该

广泛设立临终关怀中心机

构，改变晚期患者一床难求，

没有医院收治的现状；同时

提供更为完善的家庭缓和

姑息医疗服务，提倡居家辞

世。这是社会成熟与文明的

标志，是慢性病规划中不可

缺少的一个环节。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 － 2025 年）》（以下简称《规划》），部署做好未来 5~10 年的慢性病防治工作。

《规划》不仅提出了我国中长期慢病防治的核心目标，更是在心脑血管、肿瘤等 16 个领域提出了主要指标和策略措施。

这些目标和指标具体是什么？有可能实现吗？对此，本报第一时间采访业界权威专家，为您解读。

慢病防控：防 >治

实现目标有信心

肿瘤慢病防治四步走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

学分会主任委员、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

任葛均波院士告诉记者，

慢性病防控需要全社会的

努力，仅靠医院和医生是

做不到的。从《规划》所

列举的具体健康指标可以

看出，不仅包括疾病的防

控目标，还包括提高居民

健康素质水平、全民健康

生活方式等行动：“三减

三健”（减盐、减油、减

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

健康骨骼）等专项行动，

旨在把预防做好。

我国慢性病

导 致 的 死 亡 占

总死亡人数的

86.6％

慢病导致的

疾 病 负 担 已 占

总疾病负担的

70％ 3亿

我国现确诊

慢性病患者近

★到 2020 年，慢性病防控环

境显著改善，降低因慢性病导致

的过早死亡率，力争 30~70 岁人

群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导致的过

早死亡率较 2015 年降低 10%。

★到 2025 年，慢性病

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

康管理，力争 30~70 岁人

群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

慢 性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和 糖

尿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较

2015 年降低 20%。

★逐步提

高居民健康期

望寿命，有效

控制慢性病疾

病负担。

主要指标                                           基线            2020 年            2025 年
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率（1/10 万）                 241.3/10 万            下降 10%                下降 15%

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                                      30.9%                提高 5%                提高 10%

高发地区重点癌种早诊率（%）                       48%                     55%                           60%

70 岁以下人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1/10 万 )      11.96/10 万           下降 10%                下降 15%

40 岁以上居民肺功能检测率（%）                       7.1%                   15%                     25%

高血压患者管理人数（万人）                                       8835                    10000                        11000

糖尿病患者管理人数（万人）                                        2614                     3500                           4000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规范管理率（%）                           50%                      60%                          70%

35 岁以上居民年度血脂检测率（%）                       19.4%                    25%                          30%

65 岁以上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45%                     65%                          80%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10%                  大于 20%                      25%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县（区）覆盖率（%）                80.9%                   90%                           95%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亿人）                                    3.6                    4.35                        5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27.7%          控制在 25% 以内          控制在 20% 以内

人均每日食盐摄入量（克）                                             10.5                   下降 10%                   下降 15%

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覆盖率（%）                         9.3%                     1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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