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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文

6 月，全国各地围绕“健康素养”
这个关键词，风风火火行动起来。从
本报报道可见，在国家层面，国家卫
生健康委在 6 月开展首个全民健康
素养宣传月活动，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着力增进全民健康等工作的情
况，联合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家疾控局
印发《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三年行动方
案（2024—2027 年）》，对全民体重管
理作出部署；在地方层面，海南推出

“白大褂说科普”大赛，湖南开展人均
预期寿命提升行动，广西常态化推进
健康知识普及……

这些工作表明，政府及相关部门
正在“拼尽全力”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不断动员社会各界广泛支持参与、不
断增加优质健康科普产品供给、不断

净化健康科普信息传播环境、不断加
强健康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推动健康
教育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
进机关。对于个人而言，这些工作实
际是在弥补居民之间健康素养的差
距，提升每一个人维护、促进自身健康
的能力，减少健康不平等现象，确保人
人都能拥有健康的身心状态，争取幸
福美好的生活。

所谓健康不平等，既可能因为
经济能力、地理位置、医疗服务供给
的不同而产生，也可能因为人们掌握
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的差别而出
现。显而易见，健康素养高的人一般
会朝着身心健康的方向努力；而身心
健康状态不佳的人，在学习、工作、
社交等方面都会面临种种烦恼，甚
至可能因病致贫、返贫。消除健康
不平等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
路，也是国家对每一位居民负责任
的表现。

2008年，《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基本知识与技能（试行）》发布，界定我
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内容共计66条，
包括“劳逸结合，每天保证7~8小时睡
眠”，“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不滥
用抗生素”等。需要注意的是，当年我

国开展了第一次城乡居民健康素养调
查，结果显示，具备基本健康素养的人
数比例是 6.48%，100 个人里只有不
到 7 个人具备基本的健康知识和技
能。2014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上升到9.79%，但形势仍然严峻，
给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上强度”
势在必行。

2016 年，《“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发布，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0%”的目标。
2019 年，《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发布，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既是健
康中国行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也
是主要考核指标之一。2020年，基本
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正式实施，规
定“国家建立健康教育制度，保障公民
获得健康教育的权利，提高公民的健
康素养”。

这段时期，国家卫生健康委通过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健康素
养促进行动、健康中国行、贫困地区健
康素养促进三年攻坚行动等专项健康
素养促进项目，集中力量、整合资源、
提升能力、健全体系，为城乡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提升创造了支持性环境。

同时，公民健康素养的内容也与

时俱进，《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
知识与技能（2015 年版）》《中国公民
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2024
年版）》（新版“健康素养66条”）接续
推出。有奋斗就会出成绩，我国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一路攀升，2023年达到
29.70%，接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提出的“到2030年，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达到30%”的目标。

成效是显著的，挑战仍然是巨大
的。当前的指标也显示出，我国居民
每 10 个人中仍有 7 个人未充分掌握
与健康相关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其
中背景，一方面，健康素养受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因素的影
响，始终要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规律，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同
步于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提
升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尽管政府可
以在禁烟、限酒、公共场所戴口罩
等方面进行一定引导和规范，但每
个人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有赖于其自身的积极主动实践。

对居民的健康促进，国家一直在
想着、推动着，许多地方也在拿出切实
的办法积极推进着——

针对多部门协作机制还有待加强

的问题，明确构建“政府主导、多部门
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建立
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系统评估各
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工
程项目对健康的影响；

针对传统健康促进手段影响力弱
的问题，由政府部门牵头确定科普专
家库，汇聚真正热衷、擅长科普的专家
达人，为健康知识普及提供技术和智
力支持，更有针对性、目标性、持续性
地推进健康科普工作；

针对不同人群的需求特点，分门别
类开展老年人、儿童、企事业单位员工
健康促进工作，力求精准“滴灌”……

健康素养水平提升是一项社会
系统工程，需要提供支持性环境。很
多地方在健康城市、健康县区以及
各类健康细胞建设中，都把健康素养
水平作为评价建设成效的一个重要
指标。将这些经验推而广之，在更多
地方把健康素养水平作为施政目标
和考核指标，会更好地实现“健康入
万策”。

当前，追求健康已是一项“举国动
员”的工作。还有哪些好点子、好方
法、好形式，你我不妨都开动脑筋、科
学实践，向着“主动健康”的方向迈进。

追求健康 国家的想法和你我一样

□张立美（职员）

驼背、含胸、脖子前倾、骨盆前倾、
高低肩……当下，越来越多人意识到
自己有着各种体态问题。为此，一些人
寄希望于矫姿带等产品。随着某款矫
姿产品“90天卖了一个亿”话题登上热
搜，许多成年人对身姿体态的重视也浮
现出来，更透露出一股焦虑的气息。

伴随时代发展，无论男性、女性都
越来越追求身材的“完美”和体态的

“高挑”，甚至出现“女性必须要瘦弱、
必须要有线条”等不健康的审美观
念。有需求就有市场，矫姿产品也从
儿童、青少年领域冲入了成年人市场，
激起热销的浪花。

成年人把体态矫正寄希望于矫姿

产品，是身材焦虑的表现。无论是什
么原因导致的身材焦虑，都会影响到
身心健康。追求好身材一定要注意运
用科学的方式、方法，比如进行体能、
平衡、柔韧性等方面的训练，以恢复身
材，或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控
制饮食、加强运动等，从而减少身材
焦虑。

体态矫正没有捷径可走，身体被
矫姿产品硬“掰”回正确位置，一定要
在医学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设
想，如果人们长期佩戴使用所谓的矫
姿产品，而忽视开展健身锻炼，所能得
到的结果也是治标不治本。重视体态
健康问题是好事，但不要轻信一些热
销产品。当身体出现不良体态时，关
键是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科
学、正确的体态训练。

用科学方式缓解身材焦虑

□廖卫芳（职员）

眼下，由于不良站姿和坐姿而导
致驼背的人越来越多。于是，人们想
通过“治驼神器”来矫正驼背，恢复挺
拔身姿。曾经风靡一时的某款矫姿产
品最近又火了，被商家宣称是“治驼神
器”，引得众多人纷纷购买。

据产品客服人员称，这款产品的
工作原理是通过外部支撑帮助保持良
好的坐立姿势，促进肌肉记忆的形
成，以养成良好的体态习惯。但有人
认为这是在缴纳“智商税”，使用该产
品不仅没用，可能还会对身体产生负
面影响。比如，一网友称自己高中发
现驼背后买了该产品，使用一段时间
后，生理曲线变直了，腰部承受力却变
差了，稍微搬点重物就会闪到腰。有

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长时
间佩戴驼背矫正带，脊柱背伸主要靠矫
正带来维持，背伸的肌群就会“出工不
出力”，久而久之可能发生肌肉萎缩。

笔者以为，验证这款产品是不是
“治驼神器”，还需权威答案，相关部门
应对产品是否有体态矫正的功效进行
医学论证。如果这款产品有体态矫正
的功效，就需要教会消费者如何正确
使用，避免误用而伤身；如果没有相关
功效，那就应该对产品生产和经营进
行规范。

用医学论证“治驼神器”效用

□张大辉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老年医学科普的作用日益凸显。医
学科普不仅能提升老年人健康素养和
自我保健能力，还有助于防控老年相关
疾病，减轻社会和家庭负担，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老年
医学科普仍面临诸多掣肘及挑战。

传播渠道与传播形式有限。老年
人获取医学科普信息的渠道相对有
限，尽管新媒体在医学科普领域的应
用逐渐增多，但老年人对新媒体的接
受程度和利用能力相对较低。此外，
目前针对老年人的医学科普传播形式
与手段较为单一，局限于开展讲座、发

放宣传单（册）等，缺乏创新性和趣味
性，难以让老年人产生兴趣。

资金与人才投入力度不足。目
前，对老年医学科普的资金投入不足，
科普宣传效果有限。同时，专业医学
科普人才比较匮乏，特别是缺乏具备
亲民演讲技巧和创新传播能力的人
才，降低了老年人的接受度。

反馈机制与信息内容有待更新。
现有渠道无法有效捕捉并整合老年人
的真实需求，很难有针对性地对医学
科普信息进行调整优化。此外，与医
学研究和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相比，
医学科普信息的更新仍显滞后。

信息源可信度无法充分保障。没
有医学背景的老年人常常在医学科普
信息的海洋中迷失方向，无法判断信

息的真伪。尤其是网络上传播的一些
健康谣言、伪科普、披着科普外衣的医
药广告，老年群体难以将其与真正的
医学科普进行区分。

因此，促进老年医学科普发展，须
打破瓶颈、持续探索、开拓新路。

丰富科普内容，拓展广度和深
度。老年人的健康需求是多元且独特
的，科普内容的范围应更加广泛。除
常见防病治病知识外，应增加针对老
年人特有疾病的科普内容，如老年痴
呆、骨质疏松症、肌少症、心血管病等
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知识，并提供
详细实用的干预建议。

拓宽传播渠道，创新科普形式。
除传统媒体外，社会各界可以积极利
用新媒体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

的信息获取途径。同时，通过简化操
作界面、提供语音导航等方式，降低新
媒体使用门槛，增强老年人的获得
感。在传播形式和手段上应该增强趣
味性和互动性，采用图文结合、动画演
示等方法，将复杂的医学知识转化为
易于理解的内容，并通过开展线上线
下的互动活动，如问答互动、知识竞赛
等，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

打造权威平台，开展多样化科普
活动。建议加强权威医学科普平台建
设，所有发布信息都经过专家严格审
核，以保证真实性和可靠性。平台应
简化信息呈现方式，运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和图文结合的手段，使信息更易
于被老年人理解和接受。同时，鼓励
医疗机构和社区积极开展科普讲座和

咨询活动，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为老年
人提供准确、实用的健康知识。

建设综合系统，精准制定科普内
容。针对老年医学科普传播反馈机制
缺乏、信息更新滞后等情况，可以实施
综合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建立多
渠道的反馈体系，积极收集老年人的
需求和意见，通过分析和整合这些信
息，精准制定和调整医学科普传播内
容。另一方面，构建灵活高效的信息
更新机制，紧跟医学研究和医疗技术
发展步伐，及时更新科普资料，发布最
新成果和技术进展，为老年人提供最
新、最准确的医学科普信息。

呵护老年人健康，给予政策支持
和社会关爱。在推动权威医学科普平
台建设和科普形式创新的同时，需要
强化政策支持和社会关爱，以确保老
年人充分受益。鼓励和支持医疗机
构、社会组织等积极投身医学科普公
益活动，通过设立科普基金、提供税收
优惠等措施，激发社会各界参与医学
科普事业的热情。

（作者系黑龙江省老年病医院党
委书记）

以规范化医学科普助力健康老龄化

炎炎夏日，又到了游泳旺季。随着健康中国战
略的实施，群众的健康意识明显提高，因此，每年暑
期，很多人会选择到公共游泳池游泳来锻炼身体、消
暑休闲。但近年来，公共游泳池水质不合格导致游
泳者出现健康问题的报道屡见不鲜，游泳时的公共
卫生安全备受瞩目。

安徽省淮北市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支队的
应时之举，在增强公共游泳池水质情况的透明度的

同时，也将给公众更强的信心投身游泳等健身运动。提
高公共游泳池水质情况透明度，现场公示的传播度有
限，相关部门还可采用网络小程序、公众号等形式，方便
游泳者随时查询、对比水质信息，提前为他们选择游泳
地提供参考；还应考虑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灵活的形
式帮助游泳者了解、理解专业的水质分析指标，提高游
泳者对自身健康和游泳池水质的保护意识，使游泳这件
事让人放心。 （刘也良）

6月25日，安徽省淮北市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支队
的卫生监督员对一家游泳场所的水质进行检测，并现场向
泳客展示检测结果。连日来，该支队对全市游泳池场所开
展监督检查，要求所有游泳场所卫生健康安全项目都要公
示，让游泳者知晓。

特约记者李春辉摄

让游泳者
知晓水质

三阴性乳腺癌转移防治
有了新思路

本报讯 （特约记者龙利蓉
张立斌）重庆医科大学柳满然教授
和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唐曦
博士团队研究发现膜磷脂在三阴性
乳腺癌转移中的重要作用，为肿瘤
转移的防治提供了潜在的代谢靶
点。该研究成果论文于近日发表在
国际期刊《癌症研究》上。

据悉，目前，三阴性乳腺癌的治
疗方式主要是化疗，但疗效并不理
想，复发转移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
要原因。

该研究团队通过三阴性乳腺癌
小鼠模型发现转移的三阴性乳腺癌
中富含不饱和磷脂，尤其是磷脂酰
胆碱和磷脂乙醇胺中长链多不饱和
脂肪酸显著增多。生物信息学分析
和临床样本验证显示，长链酯酰辅
酶A合成酶在三阴性乳腺癌细胞
中特异性增高，与三阴性乳腺癌患
者生存率呈负相关，与肿瘤转移呈
正相关。而长链酯酰辅酶A合成
酶会增加细胞膜磷脂不饱和度，导
致膜流动性增强。

进一步研究发现，不饱和膜磷
脂会增强细胞膜蛋白CD47和IT-
GB1在细胞膜脂筏结构中的定位
和相互作用，并以细胞膜蛋白
CD47依赖的方式活化转移相关信
号通路，促使癌细胞转移。

研究结果显示，长链酯酰辅酶
A合成酶抑制剂与化疗药物联合使
用可有效增强癌细胞化疗敏感性、
抑制肿瘤转移。这为提高三阴性乳
腺癌治疗效果提供了新思路。

邯郸市中心医院
开通“低空生命航线”

本报讯 （通讯员查莉 王晓
君 特约记者李湛祺）近日，河北省
邯郸市中心医院“低空生命航线”首
飞仪式举行。“低空生命航线”即无
人机医疗物资空中运输航线，其开
通能够有效克服路途远、路况差、交
通拥堵等困难，降低医疗物资运输
成本，提升医疗物资运输效率。

邯郸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院
长武一平表示，“低空生命航线”开
通后，无人机每天可在医院东西两
区往返30航次，每次仅需7分钟，
可携带9公斤重的血液、标本等医
疗物资，在省时省力的同时可腾出
更多的救护车用来转运患者，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阿尔茨海默病靶向新药
开出首方

本报讯 （记者吴倩 特约记
者王蕾）6月26日，治疗阿尔茨海默
病的新药仑卡奈单抗（Lecanemab）
在国家神经疾病医学中心、首都医
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
病房开出首张处方。专家表示，该
药物将引领阿尔茨海默病治疗跨入
对因治疗新时代。

据了解，仑卡奈单抗是全球首
个针对阿尔茨海默病病因的突破性
靶向药物，适用于早期阿尔茨海默
病，即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和轻度
痴呆阶段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具
有延缓疾病进展效果。今年1月，
仑卡奈单抗获我国国家药监局批准
上市。

使用该药物的是今年58岁的
刘女士，她在一年半前出现记忆力
下降的临床表现，半年前被诊断为
轻度阿尔茨海默病，近日被收入宣
武医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病房接受
规范化抗阿尔茨海默病系统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被医学界视为
一座难以攀登的高峰。它是一种慢
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有效治疗方式
非常有限。如何为患者提供更好的
治疗选择，以便更好地控制病情，一
直困扰着国内外众多医学研究者。”
该院神经疾病高创中心主任贾建平
教授表示，仑卡奈单抗是一种抗β
淀粉样蛋白（Aβ）抗体，能通过中和
消除大脑中发现的有毒β-淀粉样
蛋白聚集体来减缓阿尔茨海默病的
进展，具有改变疾病病理、缓解疾病
进展的潜力。它的应用将给饱受阿
尔茨海默病困扰的患者及其家属带
来新的希望。

该院常务副院长唐毅教授介
绍，自2020年起，宣武医院牵头联
合国内21家医学中心，开展了为期
三年的针对仑卡奈单抗治疗早期阿
尔茨海默病的多中心、随机双盲、安
慰剂平行对照评价疗效和安全性的
临床研究，超过百名受试者入组。
结果表明，相较于安慰剂，仑卡奈单
抗明显减少了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脑内致病的淀粉样蛋白沉积，获
得较好临床效果。该药物的应用将
改变阿尔茨海默病临床治疗策略：
从既往单纯对症治疗向对因治疗，
以及对因与对症综合治疗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