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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十一）

��������近日持续高温， 长沙市中医医院 （长沙市第八
医院） 组织工作人员， 每天在三院区门诊大厅为候
诊的患者免费提供解暑凉茶。 凉茶由该院中药房调
配， 由金银花、 薄荷、 霍香、 荷叶、 甘草等多种中
药材组方煎制而成， 具有清热解暑、 化湿和中的功
效。 通讯员 粟青梅 摄影报道

������本报讯 (魏闻 ) 7 月 31
日，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
会办公室举办系列发布会，
邀请专家就其中四大慢性病
防治的具体行动目标和路径
进行了解读。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
副局长雷正龙介绍， 心脑血
管疾病、 癌症、 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 糖尿病是国际公认
的威胁居民健康最主要的四
大类慢性非传染病疾病。 联
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将降低这四类重大慢性病
导致的过早死亡率作为重要
的发展目标 。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也将这个目
标纳入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
指标。

雷正龙表示， 虽然四类
重大慢性病特点不尽相同，
但其防治的基本原则和重点
环节是一致的。

第一， 健康生活方式是
基础。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是
慢性病的主要发病原因， 也

是影响慢性病患者管理效果
的重要决定因素。 比如， 不
健康的饮食、 身体活动不足
导致的超重肥胖是高血压、
糖尿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长
期吸烟与肺癌、 慢阻肺发生
密切相关； 过量饮酒可能导
致心脑血管疾病、 肝癌； 同
时吸烟是脑卒中复发的重要
危险因素； 不健康饮食是血
压、 血糖控制率低的主要原
因等等。

第二， 早发现、 早干预
是关键。 慢性病的预后好坏
与发现的早晚密切相关， 发
现越早， 干预越早， 治疗管理
的效果越好。 如发现的胃癌、
食管癌早期患者五年生存率可
达到 90%以上。 心脑血管疾
病防治行动强调个人应该知晓
自己的血压。 癌症防治行动强
调个人要定期防癌体检。 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 强调
个人应该关注疾病的早期症
状， 定期接受肺功能检测。 糖
尿病防治行动强调个人应当定

期检测血糖。
第三， 规范健康管理是

重点。 慢性病病程长， 一旦
得病基本终身伴随。 规范管
理慢性病患者， 可以平稳控
制患者病情， 减少并发症发
生。

第四， 基层能力提升是
保障。 慢性病的筛查和管理
主要依靠基层， 四大行动均
对加强基层慢性病防治服务
能力提出了要求。

四类疾病的防治行动既
有共性， 也根据疾病的特点
有所侧重不同。 心梗、 脑卒
中等心脑血管疾病急性发作
后及时救治的时间很大程度
影响其愈后。 癌症防治行动
除了强调早诊早治， 也强调
了疾病的规范化诊疗、 新技术
应用和药物的可及性等。 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还重点强调
了危险因素的防护。 强调加强
糖尿病并发症的筛查和早期干
预， 延缓并发症的进展， 降低
致残率和致死率。

������本报讯 （通讯员 符晴 李圆菲） 7 月 25 日， 长
沙的雷先生 （化名） 因反复发热 6 天， 伴肌肉酸
痛、 少尿 1 天就诊于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在这
之前， 家人一直以为雷先生是感冒加重引起的， 没
想到经医生仔细检查之后， 诊断为 “流行性出血
热、 肝肾功能损害”， 而引起该疾病的元凶竟然和
老鼠有关。 医生提醒， 生活中可能会接触到鼠类的
市民要警惕流行性出血热带来的发热、 头痛这一类
“伪感冒” 症状， 以免延误病情。

入院时， 长沙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邓湘
辉发现， 雷先生除了发热外， 血压很低， 已处于休
克状态， 不太符合一般感冒的病情， 在予以完善血
液生化检查后， 显示雷先生的血小板远远低于正常
值， 同时肝肾功能已经出现损害， 尿蛋白阳性， 流
行性出血热抗体筛查阳性。 结合患者的发病时间、
主要症状及实验室检查， 考虑为流行性出血热。

邓湘辉介绍， 流行性出血热又称肾综合征出血
热， 是由流行性出血热病毒 （亦称汉坦病毒） 引起
的一种经鼠传播的自然疫源性疾病。 潜伏期一般
1~2 周， 早期主要为发热及全身中毒症状， 有些病
例极易诊断为 “感冒”， 因此容易延误病情。 市民
若出现发热持续， 无法缓解或者用药后症状反复，
伴随有全身肌肉疼痛、 腰痛、 少尿等症状， 则需及
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降低四大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

解读
（十二）

������本报讯 （李苏憾） 7 月
31 日，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办公室举办系列发布
会， 发布会的主题是防控重
大疾病。 防控重大疾病除了
防控心脑血管病、 癌症、 慢
性呼吸系统疾病、 糖尿病等
四大慢性疾病外， 还有传染
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动， 相关
专家对其进行了解读。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
副局长雷正龙表示， 传染病
防控不仅要依靠各级政府、
专业机构和医疗卫生工作
者， 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的广
泛参与。 因此在行动中， 针
对个人和家庭提出倡议， 使
公众进一步提高健康第一责
任人的意识。 比如说， 提高
艾滋病、 乙肝等科学防范意
识， 充分认识疫苗对于预防
疾病的重要作用 ； 文明养
犬、 养猫， 流感流行季节前
重点人群接种流感疫苗； 养
成勤洗手、 勤通风等良好的
卫生习惯等等。 希望通过积

极倡导， 形成群防群控的良
好氛围， 真正实现人民共建
共享。

艾滋病防控工作不仅是
一个公共卫生问题， 也是社
会问题， 行动不仅强调个人
应当掌握防治知识和减少危
险行为等， 也从社会角度提
出了动员支持社会各界和社
会组织发挥优势， 积极参与
艾滋病防控工作。 同时， 在
政府层面， 突出重点人群和
重点环节， 提出了落实血站
血液艾滋病、 乙肝丙肝病毒
核酸检测全覆盖， 预防艾滋
病、 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措
施全覆盖和感染者救治救助
政策， 综合提高预防艾滋病
宣传教育的针对性、 综合干
预的实效性、 检测咨询的可
及性和随访服务的规范性要
求， 以实现将我国艾滋病疫
情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的
目标。

在结核病防控方面， 行
动提出 “肺结核发病率下降

到 55/10 万以下， 并呈持续
下降趋势” 的目标， 强调传
染性肺结核患者应做好隔离
措施， 针对政府和社会提出
加强重点地区、 重点人群的
筛查， 及时发现并规范治疗
结核病患者， 并提供全疗程
健康管理服务的行动要求。

在地方病和寄生虫病防
控方面， 行动提出 “到 2020
年消除疟疾并持续保持； 到
2022 年有效控制和消除血吸
虫病危害 ， 到 2030 年消除
血吸虫病 ； 到 2020 年持续
消除碘缺乏危害 ； 到 2030
年保持控制和消除重点地方
病” 等目标。 要求政府和社
会继续针对性实施改水、 搬
迁、 换粮、 推广低氟砖茶 、
改炉改灶等地方病防治措
施， 加强地方病现症病人救
治和帮扶； 开展寄生虫病综
合防控 ， 加强环境卫生治
理， 强化传染源管控关键措
施， 降低农村寄生虫病流行
区域人群感染率。 （完)

动员更多人参与防控传染病及地方病

高温天送清凉

解读

老人出游
健康放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