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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姚常房）4月
11日，2023年全国医政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
2022年和近5年全国医政工作成效，
深刻剖析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研究
部署做好下一阶段工作。国家卫生健
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曹雪涛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认真落实2023年全国两会工
作部署，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医政事
业发展，慎终如始做好“乙类乙管”常
态化防控阶段疫情救治工作。全面开
启医疗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加快“双中心”布局建设，加强临床重
点专科建设，深入推进医联体建设，深
化公立医院内涵建设，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看病就医获得感。要增强大局意

识、责任意识，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围
绕医政工作实际需要进一步抓好干部
队伍建设。

相关部门代表，国家卫生健康委
相关司局、直属和联系单位、在京委属
（管）医院代表，以及部分学协会代表
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省（区、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和京外委属（管）医院
代表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全国医政工作电视电话会召开，要求——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医政事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磊）4月10日，
国家疾控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
生健康委等17个部门共同发布《全国
地 方 病 防 治 巩 固 提 升 行 动 方 案
（2023—2025年）》。《行动方案》提出
7个要实现的目标和6个方面的重点
任务。

7个目标是：到2025年年底，持
续消除碘缺乏危害，全国所有县保持
消除碘缺乏危害状态，人群碘营养总

体保持适宜水平；消除大骨节病和克
山病危害，全国所有病区县由基本消
除达到消除状态；消除燃煤污染型地
方性氟砷中毒危害，全国所有病区县
由基本消除达到消除状态；持续控制
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危害，全国95%
以上的病区县达到控制水平；基本消
除饮水型地方性砷中毒危害，全国
95%以上的病区县或高砷区县达到消
除水平；有效控制饮茶型地氟病危害，

在重点地区推广普及低氟砖茶，降低
人群砖茶氟摄入水平；有效控制水源
性高碘危害，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落实
改水措施，在未落实改水措施的水源
性高碘地区居民户未加碘盐食用率达
到90%以上。

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是：巩固综
合防治措施，增强防病可持续性；加强
患者救治，满足多样化健康需求；优化
监测评价网络，提高疾病发现预警能

力；创新宣传教育手段，提升健康防病
素养；强化防治能力建设，提高疾病防
治水平；加强科技研发支持力度，提升
科技防病水平。

《行动方案》指出，建立新发克汀
病患儿报告制度，及时监测预警人群
碘缺乏风险，保障符合条件的患儿及
时获得康复救助；实施脱贫地区儿童
营养改善项目，为项目地区6～24月
龄儿童每天提供一个营养包，提高婴

幼儿营养水平；统筹发挥基本医保、大
病医保、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
合力，减轻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推进一
站式结算；将符合条件的困难患者，按
规定纳入社会救助范围，切实做好基
本生活保障；将符合残疾标准的大骨
节病、氟骨症、克汀病患者纳入残疾人
保障范围；对地方病导致经济负担加
重、存在返贫风险的家庭，及时给予重
点帮扶。

17个部门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

巩固地方病防治成果瞄准7个目标

□本报记者 张磊

4月11日，由中国性病艾滋
病防治协会主办的第八届全国艾
滋病学术大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开
幕。艾滋病防控领域面临哪些挑
战，又该如何应对？本次学术大
会有何新意和特点？记者就这些
问题，专访了本次学术大会学术
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院长、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副会长尚红。

■健康报：请您介绍一下大
会在学术内容上呈现哪些特点。
自2014年至今，作为我国广受关
注的艾滋病学术交流活动，大会是
如何助推我国艾滋病领域科研发
展的？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尚红：全国艾滋病学术大会
一直秉承“务实、前沿、引领”理
念。一方面，展现我国在艾滋病
性病治疗、预防、母婴阻断等方面
的政策成效，同时紧跟国际热点，
围绕我国在重点领域取得的重要
研究进展开展学术交流，充分展
示中国学者在艾滋病性病防治工
作中的成绩，讨论亟待解决的问
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专家的学

术影响力，设立分论坛，为不同专业领
域的同行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成为
国内顶尖学者、一线工作者、青年学者
思想碰撞的饕餮盛会。

学术大会在助推科研发展方面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术大会的举办，有
利于与会人员高效获取学科最新前沿
信息和研究成果，开拓研究思路，促进
学科发展。通过面对面的交流和思维
碰撞，科研人员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观
点和理论，拓宽思路，从而把握学科前
沿，建立国内外合作关系，促进研究创
新。同时，学术会议是发现培养人才的
重要途径，是科技工作者获得同行评价
和认可的重要形式，对培养学术人才和
推动学科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历次学
术大会都安排国内外顶级学者做主旨
发言，同时在分论坛专门开辟青年人
才论文交流及研究成果分享。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紧跟国际科
学前沿，吸收最新科研成果，引领学科
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促进青年人才成
长，为艾滋病性病防控提供技术和人
才支撑。

■健康报：在学术大会上，您就我
国艾滋病筛查、诊断，以及抗病毒治疗
的实验室检测挑战和应对策略做了主
旨发言。请您具体谈谈，我们面临哪
些挑战，又该如何应对。

尚红：为了能够在2030年终结艾

滋病流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
艾滋病防控“6个95%”的防治目标。
在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
显著进展，但在筛查、诊断和抗病毒治
疗的实验室检测方面仍面临挑战。

在艾滋病病毒（HIV）检测方面，
艾滋病防治工作主要面临四大挑战。
一是感染者发现率需进一步提高。去
年年底我国 HIV 感染者发现率为
84%，离2025年达到95%的目标还有
一段距离。二是延迟诊断比例高。最
近几年新报告的病例中进入疾病晚期
的比例超过1/3。三是主动检测有待
加强。目前，我国仍有大量不安全性
行为发生者缺乏检测意识。四是基于

“互联网+”的检测服务有待发展。
在抗病毒治疗实验室诊断方面，

病程监测、疗效评估和抗病毒治疗后
合并症等相关检测亦需要扩充服务。
CD4+T细胞的数量是HIV感染疾病
分期、预测疾病进程、预防机会性感染
以及评价治疗效果的实验室标准指
标，但是部分基层地区缺乏CD4+T
细胞检测设备，建议整合利用各级医
院现有流式检测平台，完善HIV感染
者的CD4+T细胞检测。

在耐药检测方面，我国HIV基因
型耐药检测主要采用的是实验室自建
方法，国内获批的HIV基因型耐药商
品化试剂盒少，检测成本高，需加快研

发商品化的HIV基因型耐药检测试
剂，同时建立针对我国主要流行毒株
的耐药突变分析数据库，精准评估耐
药情况。针对长期抗病毒治疗带来的
药物毒副作用及慢性并发症等问题，
需调动综合医院积极性，加强HIV抗
病毒治疗后毒副作用监测、并发症筛
查和诊断，提供综合临床检验服务和
管理，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在HIV储存库检测方面，储存库
是艾滋病无法治愈的主要障碍，目前
尚无用于临床的储存库检测方法，需
加快储存库检测新方法的临床验证和
转化应用，以评价功能性治愈或治愈。

综上，艾滋病防治工作任重道远，
需从检测、治疗和管理等多个维度开
展综合诊疗服务，从而降低我国HIV
新发感染率和病死率，推动早日实现

“6个95%”的目标。

■健康报：此前，您领导的研究团
队揭示了新冠病毒受体分子 NRP-1
抑制艾滋病病毒的新机制。请问，目
前相关研究进展如何？

尚红：在全球报告首例艾滋病病
例40年后，人类仍无法根治艾滋病。
虽然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应用大
大降低了患者死亡率，但在抗病毒治
疗过程中约有50%的患者体内出现
病毒嗜性转换（从 R5嗜性到 X4嗜
性），导致患者 CD4+T细胞快速耗

竭，病程进展更快。揭示人体在
感染早期阶段选择性传播 R5
HIV-1及嗜性转换的机制是多
年来的研究热点和难点问题。目
前，HIV-1发生嗜性转换的影响
因素仍不明确，严重限制了新型
抗病毒药物和治疗策略的研发。

树突状细胞是体内抵御病毒
感染的第一道防线，是天然对抗
HIV-1感染的哨兵，它们可以将
阴道上皮细胞的HIV-1转运到
淋巴结的T细胞和B细胞，在感
染早期触发免疫应答。但是，树
突状细胞感染HIV后可以通过
顺式感染或反式感染的方式传播
给T细胞，进而造成全身性的传
播感染。我们研究发现，NRP-1
是一种树突状细胞特异性的
HIV-1宿主限制性因子，可强烈
抑制树突状细胞通过感染性突触
向CD4+T细胞传播X4嗜性的
HIV- 1 病毒，而对 R5 嗜性的
HIV-1病毒的抑制作用相对较
弱，说明NRP-1是选择性传播
R5嗜性HlV-1的“看门分子”，
在HIV-1感染者体内病毒嗜性
转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的
研 究 结 果 将 为 加 强 早 期 R5
HIV-1传播感染的防控，以及建
立新的HIV-1感染治疗策略提
供理论依据。 （下转第2版）

综合防治，迈向零艾滋
专访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尚红

非血缘造血干细胞
捐献超1.5万例

本报讯 记者王潇雨从中华骨髓
库获悉，截至4月11日，我国非血缘
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1.5万例，其中
向境外30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捐献
372例。与此同时，中华骨髓库志愿
捐献者数据超过327万人份，男女比
例约为55∶45，18～35岁的志愿捐献
者约占45%。

据介绍，1996年中华骨髓库实现
首例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至2015
年 7月达到 5000例，至 2020年 8月
突破1万例。此后，仅用2年8个月就
达到了1.5万例。目前，捐献者从入
院准备、开始注射动员剂，到完成造血
干细胞采集，通常需要6天左右。患
者在中华骨髓库检索非血缘造血干细
胞配型的初配相合率逐年提高，目前
达到96%以上，这意味着有96%以上
的求捐患者能在中华骨髓库找到全相
合或9点位相合的非血缘捐献者。

全国预防接种
科普大赛启动

本报讯 （记者张磊）近日，在国
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
国家疾控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中国
科协科学普及部共同指导下，由中华
预防医学会主办、中华预防医学会疫
苗与免疫分会提供技术支持的“健康
中国医者先行——第二届全国预防接
种科普大赛”在京启动。

国家疾控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司
长夏刚表示，新冠疫情让疫苗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关注，但公众对于预防接
种相关知识依然掌握不足，依然存在
预防接种的认知误区甚至盲区。在新
形势下，整合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的
力量，及时有效开展“互联网+预防接
种”的权威健康科普，对于抵制不实传
言、向公众传播正确权威的预防科普
知识、提高群众主动进行预防接种的
积极性十分必要。

据悉，本次大赛主题为“擎起预防
接种火炬 健康中国行动有我”，旨在
推动全国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科技工
作者携手努力践行健康中国行动，进
一步增强公众的疾病防控意识。大赛
围绕“预防接种服务创新模式”“疫苗
研发和接种科研进展及核心信息”等
内容，面向全国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从
事预防接种的科技工作者，医学院校、
科研院所等机构的科技工作者等征集
原创健康科普作品。

本报讯 （记者李季）日前，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举行2023年中国援外
医疗队授旗仪式暨欢送会，为即将出
征执行援外医疗任务的中国援埃塞俄
比亚第24批医疗队、援赞比亚第24
批医疗队和援厄立特里亚第16批医
疗队的62名队员送行。据了解，4月
中旬，这些医疗队队员将奔赴受援地，
进行为期一年的援外医疗工作。

这3支援外医疗队分别由河南省
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
新乡市卫生健康委牵头组建。其中，
中国援埃塞俄比亚第24批医疗队的
16名队员前往中国援建的在该国首
都亚的斯亚贝巴提露内丝-北京医院
工作；中国援赞比亚第24批医疗队的
28名队员将在赞比亚3个城市的4家
医院（即首都的利维-姆瓦纳瓦萨大
学教学医院、赞比亚大学教学医院及

南方省省会利文斯顿中心医院、铜带
省省会恩都拉教学医院）工作；中国援
厄立特里亚第16批医疗队的18名队
员将在厄立特里亚首都的中国援建的
奥罗特医院等4家医院工作。

据悉，河南省自1973年开始陆续
承担向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厄立特里
亚派遣医疗队，累计派出医疗队64批
1302人次，诊治受援国患者725多万
人次，开展各类手术5.5万余次，培养
当地医务人员8900余名，开展新技
术、新项目1900多项；相继援建了中
赞腔镜中心、中埃创伤治疗中心等7
个专科医疗中心，开展2个培训项目
和3次“光明行”活动，积极推进中埃
创伤神经外科中心、中厄呼吸支气管
镜专科中心、中赞前列腺微创治疗中
心3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项目建
设，推动援厄立特里亚中国中医中心
项目建设，广泛参与中非公共卫生合
作项目。截至目前，河南有 34个集
体、700人被受援国政府、国家卫生健
康委予以表彰。

3支援非医疗队出征

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是国家
卫生健康委定点帮扶县，脱贫攻
坚胜利后，一群人仍在这里坚
守。他们当中，既有土生土长的
本地医务人员，也有外来开展帮
扶的干部、专家。他们犹如随处
可见的山桃树，即使沙尘来袭，
仍紧紧扎根于脚下的土地，给黄
褐色的高原增添着尽可能多的
亮丽。

请看今日第4版——

清涧县里的
“土根”们

斗艳“筝”辉

4 月 11 日，为期两天的 2023
全国风筝精英赛（瑞安站）在浙江
省温州市瑞安曹村田园综合体举
行，来自全国各地的 25 支代表
队共117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
共设置了传统、现代以及表演赛
三大竞赛项目。图为当日，在曹
村田园综合体，各种大型风筝翱
翔蓝天，争奇斗艳。 苏巧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