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均预期寿命比 2015 年提高 1 岁，基本建立

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

系……今后 5 年，这些医药卫生新亮点将为“健康

中国”建设注入新动力。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规划》。新一轮深化医改进入爬坡过坎的攻

坚期，群众健康怎样得实惠？未来 5 年，医保、医

药、医疗联动改革如何为中国医改之路保驾护航？

新华社记者为您独家梳理规划看点。

分级诊疗让医疗资源不再“肠梗阻”
大医院“一号难求”、小诊所门可罗雀，基层群

众看病长期呈现“冷热不均”的特点。我国卫生

资源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

衡”的问题。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贺胜说，

分级诊疗是优化就医秩序、推进医疗卫生服务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未来 5 年，“看病难”的

痼疾如何破？

《“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指出，

到 2017 年，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85％以上

的地市开展试点。到 2020 年，分级诊疗模式逐步

形成，基本建立符合国情的分级诊疗制度。

规划强调，要推进大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的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通过鼓励大医院医师

下基层、退休医生开诊所以及加强对口支援、实施

远程医疗、推动建立医疗联合体等，把大医院技术

传到基层，推进形成诊疗－康复－长期护理连续服

务模式。到 2020 年，力争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制度全覆盖。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诊、上下联动。”

规划部署上述目标推动就医新秩序形成。中国人

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指出，规划首次将

开展分级诊疗制度试点放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首位，可以看出分级诊疗制度将在优化卫生医疗

服务体系、高效配置使用卫生医疗资源方面起到重

要保障作用。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将下降到
28％，群众看病不再贵

国务院医改办专职副主任梁万年介绍说，“十

二五”期间群众负担实现了“一优两降”：医院收入

结构持续优化，全国公立医院药占比已从 2010 年

的 46.33％降至 40％左右，政府办医疗机构收入增

幅由 2010 年的 18.97％降至 10％左右，个人卫生支

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降到 29.27％，为近 20 年来最

低水平。

规划指出，到 2017年，全国公立医院医疗费用

增长幅度力争降到 10％以下；到 2020年，增长幅度

稳定在合理水平，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

重将下降到 28％左右。

目前，一些公立医院“以药养医”痼疾仍然存

在，药品流通成为决定医药控费的基础性环节。规

划指出，要深化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完善药品和高

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施药品采购“两票制”

改革（生产企业到流通企业开一次发票，流通企业

到医疗机构开一次发票），鼓励医院与药品生产企

业直接结算药品货款、药品生产企业与配送企业结

算配送费用，严格按合同回款。

规划明确，力争到 2020年，基本建立药品出厂

价格信息可追溯机制，形成 1家年销售额超过 5000

亿元的超大型药品流通企业，药品批发百强企业年

销售额占批发市场总额的 90％以上。

深化药品领域改革是医保、医药、医疗联动改

革的重要抓手，是降低虚高药价、维护人民健康的

必然要求。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指出，要建立以

质量为核心、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考评机制、

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为破除以药养医提供重

要支撑。

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看病报销
将更便捷

我国已织起了全世界最大的全民基本医保网，

为实现人人病有所医提供了制度保障。职工医保、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参保人数超过 13亿。

规划指出，2017 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符合转诊

规定的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到 2020年，基

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 95％以上，建立医保基金调

剂平衡机制，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稳定在

75％左右。

医保将为医药、医疗等相关领域综合改革提供

外部支撑。梁万年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

今后 5年，我国将健全基本医保稳定可持续筹资和

报销比例调整机制，加快提高基金统筹层次，推进

基本医保全国联网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减少群众

“跑腿”“垫资”；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健全重特

大疾病保障机制。

你的健康“获得感”将这样提升
——三大亮点护航“十三五”中国医改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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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在日前召开的中国母乳库推

广项目会上，北京协和医院儿科副主任李正红指出，国内母乳

库尚处于摸索阶段，没有规范的建立标准和运行指南。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李增宁也指出，“母乳库”是

一项为特别医疗需要而选择、收集、检测、运送、储存和分发母

乳的重要设施。现在很多国家都已经制定了本国的母乳库的

行业标准，而我国的母乳库工作刚刚处于起步阶段。

据了解，目前已建的十余家中国母乳库均为“无偿捐赠、

无偿使用”，所需相关设备、采集母乳所需的耗材、捐赠者的血

清学检查等相关资金多由医院或社会捐助承担，缺乏可持续

的资金保障。

“参照国外母乳库‘无偿捐赠，有偿使用’的模式才能够使

母乳库可持续发展。”李正红呼吁政府、学术团体、传媒机构、

民间团体等参与到母乳库的建设中，使中国母乳库能够在标

准化、制度化的基础上科学发展。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武韬也呼吁，尽早出

台相关政策，使中国母乳库在有监管、有保障的基础上健康发

展；呼吁学术机构、社会团体，推动中国母乳库标准颁布。

中国母乳库
亟待建立标准和运行指南

文·本报记者 李 颖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颖）贫血、腰腿疼，这样的问题发生

在老年人身上似乎不算稀奇，然而有一种血液肿瘤却悄悄地

隐藏在这些不稀奇的症状背后，那就是多发性骨髓瘤。由于

多发性骨髓瘤有着临床表现多样性的特点，因此漏诊、误诊的

患者并不鲜见。提到多发性骨髓瘤，很多人感觉陌生，然而这

一疾病的发病率却在血液系统恶性疾病中高居第 2 位，仅次

于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MM）多见于中老年人。

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主任医师路瑾日前在沟通会

上介绍说，多发性骨髓瘤是由于具有合成和分泌免疫球蛋白

的浆细胞发生恶变，大量单克隆的恶性浆细胞增殖导致的血

液肿瘤，至今仍然无法治愈。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常伴有高钙

血症，常会出现倦怠、多尿、便秘、恶心等，也可能出现心律不

齐甚至肾功能衰竭等症状。

如果能早期诊断、及时有效的控制以及个体化的医学指

导，患者病情控制可能更好，生存期更长。近 10年来，随着诊

疗技术的突飞猛进，多发骨髓瘤患者的生存预后得到显著改

善。据介绍，从 2004 年以来，已有 10 种新型疗法获美国 FDA

批准。仅 2015 年，FDA 批准了几种药治疗多发骨髓瘤，但适

应症限于复发难治型多发骨髓瘤。其中伊沙佐米是首个口服

的蛋白酶体抑制剂。作为口服药物，能显著提高患者使用的

方便性。

专家提醒
误诊多发，多发性骨髓瘤是隐藏高手

（图片来源于网络）

第二看台

医学界

如今，手机俨然成为了“人体新器官”。看微

信、刷朋友圈成为不少人每天睁开眼做的第一件

事。吃饭、走路、约车、工作、直至睡觉都一直机不

离手，如果赶上手机只剩下 20%电量，又无法及时

充电，就会陷入焦虑，不知要如何才好……

1 月 3 日下午，陕西咸阳肖女士带着孩子在儿

童戏水池内玩耍，但没多久肖女士就发现 4岁的儿

子不见了，经过大家一个多小时的找寻，最终发现

孩子已经意外溺亡。监控视频显示：事发时肖女

士正背对着孩子玩手机，并没有发现异常。孩子

随后挣扎了约三分多钟之后，慢慢沉入水底。因

为沉溺于电子设备，发生的类似悲剧越来越多在

各地上演。

互联网移动时代，越来越多人患上电子设备上

瘾症，面对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等电子设

备的上瘾症。特点是不停地在智能手机上刷新脸

书、朋友圈等社交网站的信息和新闻等行为。患有

该上瘾症的人宁愿拿着手机长时间上网，也不愿意

出去参加社交活动。智能手机的出现，可以说给人

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让世界变成了“地

球村”。然而如今，却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尽管手

机让人们之间的信息传递更自由，但人与人的距离

似乎越来越远了。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时空，而是我坐在

你对面，你却只低头看手机。”过去逢年过节，亲戚

朋友之间相互走动，很是热闹。餐桌上一家老小也

有说有笑。当下，无论地铁、公交还是办公室、家

里，大伙都保持着高度默契——低头刷手机，更有

甚者，热恋中的少男少女，也多是通过手机微信沟

通情感，甜言蜜语，真正见了面，反而不知道说什么

好。被手机控制捆绑的时候，人们就像一个“电子

动物”，没了真实的情感。

“要判定是不是手机成瘾，要看其使用行为有

没有对生活造成影响。”北大六院睡眠医学科主任

孙洪强教授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过度使用手机和

手机成瘾是两个概念。喜欢还并不能表明是成

瘾。判断一个有没有患电子设备成瘾症主要看三

个方面：首先是否因为使用手机影响到生活和学

习，或者给工作造成失误；其次，用手机的时间是否

日益递增，一天基本有多长时间在不停看手机；再

者，是否手机片刻都不能离手，没有手机的时候会

不会出现焦虑情绪，甚至六神无主。

孙洪强解释，如果因为玩手机、连工作学业等

正事也耽误了，基本可认定已经“成瘾”。现代人离

不开手机，一是为了求肯定；二是为了掩盖自己的

缺陷；还有的是为了缓解压力。孙洪强分析，因为

手机社交往往有很多赞扬的表情和词语，满足了人

们对于个人被肯定的渴望。在现实世界中，中国人

的表述都比较含蓄，不太能面对面地说出直白赞扬

的话语。另外，每个人都有缺点，比如有人在大庭

广众下会比较紧张，说话语无伦次，而使用手机微

信等社交软件沟通，就不会暴露出这样的缺点。

不过，他指出人与人交流最佳方式还是面对面，

手机上的社交软件是没有生命力的，而人与人交流

时的语音、语气和语态，能通过面对面的方式体会和

感知。孙洪强建议，大家不妨放下手机，多进行面对

面交谈，既有利于增进感情，也可以调节过度使用手

机的问题。现如今，人们越依赖高科技手段，越容易

“社交人”变成失控“工具人”

我们对于手机的依赖度到底有多高？一份《智

能手机依赖度调查报告》显示，每天有高达 12.4%

的人士使用手机时间超过 6小时；有近一半的人过

了半夜 12 点还放不下手机。值得注意的是，90 后

重度手机依赖者超越 80 后，甚至未成年的 00 后也

开始加入“手机依赖”大军。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

是手机依赖症患者的种种不适。

长期依赖手机等电子设备来记忆，确实会导致

人们记忆功能减退。比如说电话号码、家人或朋友

生日等重要日期和数字信息。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沈扬教授表示，大脑的记忆力是

人类一项很重要的技能，它需要不断地练习，如果

长期不使用而依赖电子设备的话，记忆功能就会下

降。电子产品会不停地向大脑发出信息，过多地刺

激会耗尽大脑的自然运作能力。实践表明，人们越

经常使用大脑记忆，记忆力就会越好。现在伴随科

技发达，人们借助于电子设备进行记忆，不用再记

地图，随便到哪都用导航，一旦大脑不再主动或被

动记忆了，记忆力减退就成了必然的趋势。此外，

智能手机、电子设备貌似能帮人高效利用“碎片时

间”，可大多数时候这只是假象。用 5分钟、10分钟

刷微博、看新闻，得到的都是简单的结论或片面的

分析，而不是深度阅读与思考，这完全扭曲了“合理

利用碎片时间”的初衷。因此，专家建议，数码设备

使用者应当养成勤用脑、深度阅读和思考的习惯，

同时建立并保持有意义的社交，放弃无用的信息接

收方式等。

此前有调查显示，“手机依赖症”对手机使用者

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键盘手”、腱鞘炎、

颈椎疼痛、视网膜脱落和黄斑病变等病症的患者，

很大一部分都是“低头族”。长时间使用手机，造成

局部肌肉的酸痛、骨骼的生理曲度发生改变，不知

不觉视力下降、头晕头痛等症状接踵而来。另外，

使用智能手机会扰乱荷尔蒙分泌，孙洪强建议，在

睡前一个小时就要关闭手机，让自己的神经系统放

松并进行睡眠校准。

智能手机让你患上“数码痴呆”症

与其说人们是被手机所奴役，不如说是被手机

背后的商业模式所影响。这些客户端的开发商不

断利用手机这个媒介平台，去满足和迎合人们的需

求，实现其商业价值。

无论对于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有意识地减

少手机使用或是一个好的方法。孙洪强认为，除非

你的确需要随身携带手机，在家时就把手机放在另

外一个房间，在工作时就把它放在包里。不要把手

机放在床上或者躺在床上使用手机。智能手机是

有益有趣，但当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时，就需要适

可而止。

要合理地使用手机，回归现实的人际沟通，需

要多方努力。一方面，需要对手机这一现代通信工

具有全面的定位评估，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拾一些渐

渐被抛弃的生活习惯，比如全家坐在一起面对面的

交流等，这个过程不仅需要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完

成，还得让社会用一种平和的节奏运行，要达到这

个目标，需要整个社会有深刻的改造、变革，而这注

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社会学家顾骏也表示，人们原本是为了将零碎

的时间利用起来才会不放过手机提供的信息，可是

到了最后，却沉迷于手机，把整段整段的时光变成

了碎片化时间的集合，其实并没有达到好好利用时

间的目的，也没有更全面地掌握信息。更有甚者，

因为要看手机而忽略了自己本来要做的工作和生

活，从而导致了一些悲剧发生。适当地依赖手机，

是科技手段改造社会的正常表现，但是过度依赖手

机，甚至为了手机忽略其他，那就需要自我调节。

让手机回归工具本质

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丽丽）14 日，在由国家卫生计生委

指导，健康报社主办的 2017中国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发展高

峰论坛上，“2016 年度中国医学科技十大新闻”和“2016 年度

国际医学科技十大新闻”出炉。

入选中国医学科技十大新闻的有：时隔 20年召开全国卫

生与健康科技创新工作会；埃博拉病毒入侵人体机制被破解；

利用内源性干细胞治疗先天性白内障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人

的盐钠摄入量严重超标；活流感病毒可直接转化为疫苗；我国

科学家发现 1445 种病毒；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有了中国模

型；首次用小鼠干细胞体外制造出功能精子；结核分枝杆菌耐

药性检测国产体外诊断试剂获批；鼻咽癌化疗新方案可使患

者寿命延长 9个月。

国际医学科技十大新闻分别是：植入微电极阵列帮瘫痪

患者恢复运动能力；多项研究共同探究寨卡病毒致病机制；局

限性前列腺癌 10年随访，不同治疗效果差异不大；2010年—

2011 年美国门诊患者的不当抗生素处方发生率为 30%；水果

摄入不足是中国人群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因素；含肿瘤 RNA

的纳米颗粒可激发人体免疫系统抵抗肿瘤；1990年—2013年

病毒性肝炎的全球负担在不断增加；一种人源性单克隆抗体

可显著降低阿尔茨海默病患者β淀粉样蛋白水平；老年男性

睾酮治疗可多角度提升患者生活质量；美国推出人类基因组

编写计划。

据了解，评审组对 2016年度《科学》《自然》等共 18种权威

期刊进行检索分析，并检索了包括人民日报、科技日报等 20

多家主流媒体、以中国学者为主要完成人的医学科技新闻报

道，最终将 83 篇医学科技新闻列入国内部分备选条目。同

时，从六大著名权威期刊上选出 7000 多篇基础、临床和公共

卫生领域文章，选取了至少被国际上 80家大众传媒提述的前

100项原始研究成果作为国际部分备选条目。

评审设初评和终评两个环节。来自国内基础医学、临床

医学、公共卫生等领域的 12 位院士和来自科研管理、媒体专

家代表进行终评。

2016年度中国、国际
医学科技十大新闻出炉

产生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手机毕竟只是一个工具，

不能让其绑架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无论是手机依赖还是手机过度使用都是有一

定社会原因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现代

社会，人们更多的是孤立的存在。客观上说，人们内

心有交往欲，在现实中却找不到倾诉对象，只能在手

机上通过虚拟交往寻求慰藉、缓解压力，而虚拟的网

络世界恰恰迎合了这种心理诉求。“社会人”变成失

控的“工具人”，从而加剧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

“手机过度使用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与人的

性格、现实压力等都有关系。”孙洪强表示，人在

面对现实中的巨大压力时，手机可以是人转移这

种压力的手段，但逃避现实只是权宜之计，不能

解决问题。

尽管关于手机成瘾并没有明确定义，但事实上

这种情形的确存在。互联网使用障碍已经开始被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进行深入研究。因为行为和物

质一样会使人上瘾，介于许多人都会频繁检查自己

的手机，不难想象手机“成瘾”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存

在的问题。

有一种痛叫有一种痛叫
电子设备上瘾症电子设备上瘾症

CFPCFP

文·新华社记者 王 宾

虽说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但无时
不刻离不开电子设备和手机，却让生
活变得不那么美好了，甚至它会成为
身边潜在的致命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