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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营养健康问题得到

了明显改善，孩子们长高了，营养缺乏病的发生率

下降了。但同时，儿童青少年的健康也面临一些

新问题，例如“小胖墩”明显增加。

近日，国家卫健委、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等

六部门发布《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希望能通过该方案积极防控

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降低成年期肥胖、心脑血管

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过早发生的风险。

《实施方案》针对全国和各地区设置了防控目

标：其中，以 2002—2017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

幅为基线，2020—2030年 0—18岁儿童青少年超重

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要在基线基础上下降 70%。

10 月 30 日，专家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建

议，家庭和学校应保持儿童青少年膳食平衡，减少

煎、炸等烹调方式，控制油、盐、糖的使用量，同时

让儿童青少年保持足够的运动量，并关注他们的

心理健康。

如今，我国儿童青少年膳食结构及生活方式

发生深刻变化，加之课业负担重、电子产品普及等

因素，儿童青少年营养不均衡、缺乏运动等问题广

泛存在，超重肥胖率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已成为威

胁我国儿童身心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肥胖是一种由多因素导致的慢性代谢性疾

病，遗传因素在肥胖的发生中约占 15%，环境占

25%，其余的决定因素与生活方式有关。”江苏省

营养学会常务理事、解放军东部战区总医院营养

科主任郑锦锋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儿

童青少年的饮食结构中，主食吃得少、荤菜吃得

多，再加上运动量小，这些都会助推超重肥胖的

发生。

“如果儿童青少年期超重肥胖增长趋势得不

到有效遏制，超重肥胖将极大影响我国年轻一代

的身体素质。”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向华

表示，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会引发各种代谢性疾

病，例如糖尿病、生殖疾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及痛风、高血压等疾病。另

外，肥胖还可能导致儿童青少年出现脊柱弯曲、膝

关节内弯，“中老年疾病”年轻化以及性功能障碍

等问题，严重肥胖甚至会引发猝死。

有证据表明，1/3的超重青少年会在成年以后

发生肥胖，2/3的肥胖青少年在成年以后会发生肥

胖。马向华介绍，儿童青少年期的不良生活习惯

如果不加以纠正，他们成年后各种慢性代谢性疾

病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这将给我国慢性病防控

工作带来巨大压力，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

负担。

南京体育学院运动健康学院副教授徐凯说：

“超重和肥胖，也会导致儿童青少年的运动素质下

降，参加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下降，长此以往，形成

恶性循环。肥胖的同学有时会受到排挤，导致自

卑、不合群等问题，影响心理健康。”

导致中老年疾病年轻化

帮帮““小胖墩小胖墩””减肥这事儿有了十年目标减肥这事儿有了十年目标
本报记者 金 凤

根据各地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现状，此

次发布的《实施方案》将全国各省（区、市）划分

为 12 个 高 流 行 水 平 地 区 、11 个 中 流 行 水 平 地

区 、8 个 低 流 行 水 平 地 区 。 按 照 要 求 ，2020—

2030 年，高流行水平地区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

肥胖率年均增幅在基线基础上下降 80%，中流

行水平地区的这一数字要下降 70%，低流行水

平地区下降 60%。

《实施方案》提出，应从家庭、学校、医疗卫

生机构、政府四方面强化责任。比如父母及看

护人应充分发挥作用，包括帮助儿童养成科学

饮食行为，减少煎、炸等烹调方式，控制油、盐、

糖的使用量，避免提供不健康食物，减少在外就

餐。同时培养儿童积极身体活动习惯，减少儿

童使用电子屏幕产品时间，保证睡眠时间，并做

好儿童青少年体重及生长发育监测。

对于学校来说，应维持儿童青少年健康体

重，包括办好营养与健康课堂，提高教师专业素

养和指导能力，有计划地做好膳食营养知识宣

传教育工作。除此之外，还应改善学校食物供

给，避免提供高糖、高脂、高盐等食物，落实中小

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对学生餐的营养

与安全进行监督。

“学校和家长应该起到监督、引导的作用，帮

助儿童青少年树立健康饮食习惯。许多家长，尤

其是爷爷奶奶，要了解肥胖和强壮不是一个概念，

‘小胖墩’并不可爱。应该控制孩子食物量和种

类，避免儿童青少年养成吃零食的习惯，减少儿童

青少年摄入高油脂高能量食物，减少叫外卖、宵夜

的频率，防止暴饮暴食。”马向华强调，儿童青少年

最好不喝各种饮料，无论是含糖的、还是糖的代用

品饮料，因为各种无热卡的糖的代用品，虽然不提

供能量，但其中的一些物质，可能会干扰肠道菌

群，导致糖尿病和肥胖的发生。

郑锦锋建议，儿童青少年应注意平衡膳食，

保证食物选择多样化，注意荤素、粗细搭配，主

食以谷类为主，每餐应该有米饭、馒头、面条等

主食，增加全谷物和杂豆类食物，增加膳食纤维

摄入。

“还要保持足量饮水，每天饮水 800—1400

毫升，首选白开水，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保 证 每 餐 提 供 的 蔬 菜 大 约 占 全 部 食 物 量 的 一

控制孩子的食物量和种类

管住嘴还要迈开腿，多位专家表示，学校和家

长应尽量为儿童青少年提供运动的时间。“长期以

来，不少学校的体育课被占用，体育课没有开足开

齐，有的虽然开了，但担心孩子遭受意外伤害，运

动强度也不够，有的甚至拆除了体育器械。”徐凯

说，“只要运动，小的运动损伤就在所难免，不能因

噎废食。”

如何保证孩子们的运动时间，《实施方案》

给出目标：各地各校要保证学生在校身体活动

时间，严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教师

不 得“拖 堂 ”或 提 前 上 课 。 在 正 常 的 天 气 情 况

下，保证幼儿园幼儿每天的户外活动时间不少

于 2 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 1 小时。中

小学生每天在校内，中等及以上强度身体活动

时间达到 1 小时以上，保证每周至少 3 小时高强

度身体活动。

此外，《实施方案》指出，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化

体重管理服务，包括加强孕期体重管理、加强儿

童青少年体重管理、加强肥胖儿童干预等。对于

政府来说，应当加强支持体重管理的环境建设，包

括加强肥胖防控知识技能普及、强化食物营销管

理、完善儿童青少年体育设施等。

《实施方案》显示，国家卫健委将同有关部门

制定监测评估办法，适时组织开展监测评估，促进

工作落实。各级卫生健康部门、教育部门需定期

组织开展儿童青少年营养与健康监测和学生体质

监测，科学评价防控进展与效果。

在徐凯看来，营造好的减肥氛围，需要社会各

界一同努力。“例如高糖高脂的饮食不在学校周围

售卖，相关的电视广告要避开儿童收看的时间，增

加小区周边健身设施密度。”

马向华建议：“学校和家长需要关注儿童青少

年心理状况，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问题，给予恰当

疏导，避免因压力过大，而导致压力性肥胖。”

保证每周3小时高强度活动

实习记者 代小佩

“喵星人”很萌，撸猫很愉快，但各位“铲屎官”

要警惕因此染病。

近日，深圳一名 9 岁女孩和猫打闹时，左手中

指和左前臂被猫抓出血痕，当时并无大碍。但过

了一段时间，小姑娘的左手中指出现红疹子，大约

一个月后，左上臂和胳肢窝下出现肿块。经检查，

小姑娘被确诊为感染了猫抓病。

喜欢养猫的人都有感染风险

猫抓病，全称猫抓病性淋巴结炎，是一种感染

性疾病。“猫抓病是由巴尔通体细菌感染引起的疾

病，这种细菌主要存在于猫身上，通常不会引起猫

生病。但是人被猫抓伤或者咬伤后，这种细菌就

可能从伤口进入人体而导致感染猫抓病；被猫身

上的跳蚤叮咬也有可能感染猫抓病；被感染这种

细菌的猫舔了伤口或眼睛同样有可能感染猫抓

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

副主任医师李侗曾说。

2015 年，《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刊发

的一项在北京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猫的巴

尔通体血清抗体阳性率为 39.4%。随着饲养猫等

宠物日益增多，猫抓病呈逐年上升趋势。

李侗曾称，据文献报道，我国至少有十几个省

市报道过猫抓病案例。有报道称，全球每年报告

的猫抓病案例超过 4万例，美国疾控中心估计美国

每年有 1.2 万例猫抓病病例，其中大约 500 人需住

院治疗。李侗曾表示：“由于缺乏特异症状，大部

分医疗机构也缺乏相应检验手段，所以不排除很

多猫抓病患者被漏诊或者误诊。”

“喜欢养猫的人都有感染猫抓病的风险。”李

侗曾说，小猫比大猫更易传播猫抓病，身上有跳蚤

的猫携带巴尔通体的概率更高，喜欢和猫打闹，经

常被抓伤咬伤的人感染风险更高，喜欢被猫舔的

人也比较容易感染。

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尤其要当心

据悉，从被猫抓伤到发病，猫抓病的潜伏期一

般为3—10天，少数病例可长达数月甚至超过1年。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肖科

等人的一项研究显示，猫抓病患者发病前多有被

猫抓、咬或密切接触的病史。猫抓病的常见症状

是，感染后 3—7 天在猫抓咬处局部出现红斑性丘

疹，疼痛不明显，少数丘疹转为水疤或脓疤，偶可

穿破形成小溃疡，经 1—3 周留下短暂色素沉着或

结痂而愈。感染猫抓病后，患者的局部淋巴结会

出现肿胀或肿痛，最常见部位是头颈部和手臂周

围的淋巴结肿胀，也就是腋窝和头颈部淋巴结，其

次是大腿根部的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此外，有大约一半的猫抓病患者会有发热、头

痛、疲劳等不适感，还可能有厌食症状。一些严重

病例会有意识模糊、视觉障碍、肝脏功能异常等。

“大部分猫抓病患者的症状并不严重，但恢复起来

比较慢，需要几周至几个月时间恢复正常，尤其是

淋巴结肿大恢复比较慢。”李侗曾说。

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尤其要当心，例如肿瘤患

者、艾滋病患者、器官移植后使用免疫抑制药物人

员以及糖尿病人群感染猫抓病后可能病情加重。

李侗曾还强调，在儿童当中，猫抓病可能导致

长期反复发热却迟迟不能确诊。

正规治疗减少后遗症风险

猫抓病属于自限性疾病，通常靠机体调节就

能控制病情发展。

“一般来说，如果只有皮肤和淋巴结的局部症

状，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可以不用抗生素治疗而自

愈。不过，只要患者因有症状就诊，医生一般都会

开抗生素治疗。”李侗曾表示。

研究证明，抗生素治疗可以让患者症状更快

消失，一般选择阿奇霉素治疗，疗程 5天，也可以用

多西环素、利福平、环丙沙星等。李侗曾告诉记

者，如果免疫力低下或症状比较严重，可使用利福

平、阿奇霉素等抗生素联合用药抗感染治疗，儿童

也可以使用复方新诺明等治疗。如果有淋巴结化

脓则可以穿刺抽吸脓液治疗。

医生建议，猫抓病患者应及时到正规医疗机

构进行治疗，从而减少发生全身性疾病或远期后

遗症的风险，比如心内膜炎、脑病，肝脾肉芽肿、肾

小球肾炎等。

李侗曾表示，预防猫抓病有几点注意事项：避

免被猫抓伤咬伤；不要让猫舔自己眼睛、口唇、伤口

和黏膜部位；接触猫后立刻洗手，洗手前不要揉眼

睛、摸口鼻或伤口；如果猫身上有跳蚤尽早处理。

另外，如果被猫抓伤咬伤或舔了眼睛、口唇及

其他伤口或者黏膜，要及时用流动水和肥皂水清

洗。“免疫力低下人群和有心脏瓣膜病的人尽量避

免接触猫，尤其是不到 1岁的猫。”李侗曾强调。

撸猫后莫名长出肿块？猫抓病了解一下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佳星）记者 11月 5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

国家首次组织开展的高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即心脏支架）集中带

量采购，当天在天津产生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产生 10个拟中选

产品，冠脉支架价格从均价 1.3万元左右下降至 700元左右。曾经

高达万元的冠脉支架进入“千元时代”。

据悉，医疗机构临床常用的主流产品基本中选，覆盖医疗机构

意向采购量的 70％以上。与 2019年相比，相同企业的相同产品平

均降价 93%，国内产品平均降价 92%，进口产品平均降价 95%。按

意向采购量计算，预计节约 109亿元。

为推进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国家医保局会同相关部门组

织全国各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形成联盟，本次集中带量采购

的冠脉支架材质为钴铬合金或铂铬合金，载药种类为雷帕霉素及

其衍生物，采购周期为两年。本次有 11 家企业参与投标，提供 26

个冠脉支架产品，通过竞争，产生拟中选产品 10 个。首年意向采

购量达到 107万个，接近 2019年载药铬合金支架全年采购量。

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是治理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

高、流通乱象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深化医药领域集中采购改革的关

键一环。采购价格大幅降低，将显著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预

计全国患者将于 2021年 1月用上国家集采降价后的中选产品。

国家出手治理价格虚高

心脏支架进入千元时代

科技日报讯（记者华凌）为规范糖尿病精准个体化远程管理，

11 月 7 日，由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糖尿病学专家委员

会专家编写的《中国糖尿病远程管理专家共识 2020》（以下简称

《共识》），在第二届国家远程医疗中心糖尿病互联网联盟（以下简

称国糖联盟）论坛上发布。《共识》的制定与发布对规范我国糖尿病

互联网医疗行业，提高糖尿病整体管理水平，减少糖尿病患者的并

发症及合并症有较大推动作用。

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糖尿病学专家委员会主任委

员、国糖联盟召集人、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张波强调，糖尿

病远程管理最重要的是安全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精准个体化

管理。《共识》整合糖尿病领域最先进的诊疗理念，针对糖尿病远程

管理的人员机构准入要求、数据及法规安全、质控、数字化设备、生

活方式管理及药物治疗管理提出精准的推荐意见。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将有力推动我国糖尿病互联网+医

疗事业的快速发展。

据介绍，国糖联盟成立于 2019 年 6 月。作为国内最大的糖尿

病互联网专病医联体，包括全国各地的 1400 余家医院，2000 余名

全国委员。国糖联盟一直致力于推动分级诊疗下的远程会诊、远

程查房、远程培训及远程扶贫项目，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合理分

配，凝练了一支业务精良、弘扬白求恩精神的糖尿病专科医师队

伍。国糖联盟近期将依托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医学中心诊疗平

台，作为糖尿病线上就诊及管理的“国家队”服务全国患者。

远程管理糖尿病

专家强调要精准个体化

长期大量饮用高氟砖茶可导致人体内摄入过量氟，从而引起以

牙齿、骨骼损害为主的一种全身性慢性蓄积性中毒——饮茶型地方

性氟中毒（以下简称地氟病），该类型氟中毒病区主要分布在西藏、

四川、青海等有长期饮用砖茶习惯的地区。近日，国家卫健委印发

《饮茶型地氟病健康教育核心信息》，旨在进一步加强饮茶型地氟病

流行区健康教育，提高病区群众健康意识，引导群众购买饮用含氟

量合格（小于或等于 300毫克∕公斤）的低氟砖茶，有效降低病区百

姓氟摄入量水平，从源头上保护好自身的牙齿和骨骼。

中华医学会地方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全国地方病防治专家咨

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

氟病防治研究所所长高彦辉教授介绍说，茶树是一种能够高度富

集和凝聚氟的植物，砖茶含氟量在 500—800 毫克/公斤，高者达

1000 毫克/公斤以上。砖茶是边疆地区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居民

年砖茶消耗量一般为几公斤，多者达十几公斤甚至几十公斤。而

一旦摄入过量的氟，就会引起氟中毒，轻者表现为氟斑牙，重者则

患上氟骨症。

氟斑牙是氟中毒的主要临床表现之一，是反映氟中毒最敏感

和特异的指标。氟斑牙发生后终生不退，影响外观和美容，还会造

成咀嚼及消化功能下降。而氟骨症是以颈、腰和四肢大关节疼痛、

肢体运动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慢性代谢性骨病，严重者肘关节

僵硬变形，脊柱弯曲使身体呈 C 字形，劳动能力显著降低或丧失、

生活不能自理，乃至瘫痪。

高彦辉教授提醒，饮茶型地氟病最有效的干预措施是不要购

买未获得食品生产许可、无标签标识以及来源不明的砖茶。另外，

要养成正确的饮茶方式，建议第 1—2 泡茶汤只用作冲洗茶叶，不

要饮用，这样能明显减少人体对氟的摄入。此外，泡茶适宜边泡边

喝，不适宜用大杯长时间闷泡。高彦辉还告诫说，不喝浓茶、长时

间煮沸的茶和浸泡时间过长的茶。尤其在熬煮砖茶的时候不可以

放碱，因为在碱性条件下，茶叶中氟的溶出效率更高。

嗜好砖茶也会中毒

地氟病侵害牙齿损害骨骼

本报记者 李丽云 通讯员 衣晓峰

半，多吃深色蔬菜；天天吃水果，餐前餐后均可

提供水果替代零食。”郑锦锋说，可以适量吃水

产品、畜禽肉、蛋奶和豆制品，选择能量含量低、

蛋 白 质 等 营 养 素 含 量 相 对 较 高 的 食 物 ，如 鱼 、

虾、瘦牛肉、去皮禽类、鸡蛋、牛奶和豆制品等，

不吃肥肉和油炸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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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提出，2020—2030年部分地区 0—18岁儿童

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要在基线基础上下降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