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14日是联合国糖
尿病日。近年来，随着我国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成人
糖尿病患病率持续上升。当
常见慢病遭遇“银发浪潮”，
我国糖尿病防治工作如何应
对挑战？社区诊疗能否支撑
慢病防治网？怎样告别“甜
蜜的烦恼”？针对公众关心
的话题，记者采访医学专家
进行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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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布丽·拉尔森主演《惊奇队长2》
张译、潘斌龙主演《无价之宝》
张钧甯、阮经天主演《追缉》

更俗
剧院

最新演出信息

11月26日19:30——
西班牙马德里弗拉明戈舞剧团舞剧《卡门》
12月10日19:30——评剧《祥子与虎妞》
12月28日19:30——2024南通新年音乐会

福彩直通车

福彩双色球 2元可中1000万

南通福彩热线电话：85286795

双色球12亿大派奖活动来袭！
一年一度的双色球大派奖携12亿

元奖金闪亮登场。大奖小奖均翻番，单
注可中2000万。

活动自双色球游戏第 2023129 期
（11月 9日晚开奖）开始，预计持续20
期。本次派奖设立一等奖特别奖，奖金
总额4亿元；设立六等奖翻番奖，奖金
总额预先安排8亿元。一等奖特别奖：
每期安排2000万元，对当期单票金额

超过20元（含）的一等奖中奖彩票，每
注一等奖按当期一等奖单注基本奖金
1∶1比例派送。六等奖翻番奖：对当期
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的六等奖中奖
彩票按每注六等奖派送固定奖金5元。

双色球游戏自上市以来，累计销
售超过 8460 亿元，筹集公益金超过
3000 亿元。双色球 12 亿大派奖，有
你更精彩！

糖尿病患者急剧增加与人
口老龄化、发病年轻化有关

《中国老年糖尿病诊疗指南
（2021年版）》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
上老年糖尿病患者人数约为3550万，
居世界首位。2022年年末，我国60
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8亿，人口老龄
化程度持续加深。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糖尿病患者
急剧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医
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内分泌科首席
专家郭立新说，糖尿病患病率与年龄
增加相关。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三成
以上的老年人罹患糖尿病。

“不仅如此，糖尿病越来越早发，
年轻化趋势很明显，其中2型糖尿病
占95%以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
分泌科主任纪立农说，这部分人群步
入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防治风险。

专家介绍，这与我国居民生活方式
发生转变，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减少；
饮食结构改变，果糖、高脂食物摄入增
加；腹型肥胖患病率增加等因素有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医
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邹大进认为，目前
我国糖尿病防治总体面临“三多一
少”。“三多”为患者总人数多、超重肥胖
者和年轻人多、并发症多，“一少”即关
键指标全部达到管理标准的患者少。

升级防治策略 降低并发症
发生率

失明、肾衰竭、截肢……作为一种
以慢性高血糖为主要病理特征的疾
病，糖尿病可能给患者带来多种严重
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郭立新表示，我国糖尿病防治面
临的挑战包括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治

疗质量不达标等。
“很多患者对糖尿病认识不足，不

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不了解什么是糖
尿病高危因素，这是知晓率低。治疗率
低也是很大的问题。”郭立新说，既要关
注血糖控制和监测，也要重视其他危险
因素控制和并发症的监测，才能真正使
治疗质量达标。

江苏省苏州市润达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主任王黎表示，由于糖尿病早期
症状较隐匿，许多基层患者错失早发
现、早治疗时机，而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的关键就在于早筛早治。

家住润达社区的周奶奶自2010
年起就患有糖尿病。最初，由于拿药
不方便和认识不足，一直对服药有抗
拒。直到8年前，隔壁的老邻居因糖
尿病足截肢，周奶奶才意识到糖尿病
的可怕。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不仅
给我做了详细检查，还为我制定了个
性化健康处方。”周奶奶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动态监测，周奶
奶体重控制达标，未出现其他并发
症。社区居民通过培训，都学会了用
手机控糖助手小程序自我监测饮食、
服用口服药物。

据介绍，江苏省探索创建省级糖
尿病并发症筛查站和运动控糖站帮助
患者实现并发症早筛关口前移。在苏
州市，全市90%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已转型升级为市民综合健康管理
服务平台，累计建成4个国家级慢性
病防控示范区。

“示范区建设旨在编织一张覆盖
糖尿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慢病防
治网。”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主任吴
静说。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国
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488个，县

区覆盖率超17%。

全人群都掌握控糖要点 才能
告别“甜蜜的烦恼”

制订《县域糖尿病分级诊疗技术方
案》、发布《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
年版）》、建设国家慢性病防控示范区、推
广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作为糖尿病防治大国，我国卫生部门正
聚焦糖尿病的“防”“治”两端，着力提升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然而，相对基数较大的病患人群，基
层社区卫生服务在慢病防治中的“短板”
亟待补齐，糖尿病前期人群亟待干预。
部分西北地区省份针对专病的基层医疗
服务人员供给不足，尚无法提供一人一
案的个性化处方。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公
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有近半数糖尿病危
险人群并不知晓自己的血糖水平。

《全球糖尿病地图（第10版）》数据
显示，2011年至2021年，我国糖尿病前
期人群约为3.5亿人，远多于糖尿病患
者人数。据了解，糖尿病前期指的是个
人血糖值已经超出正常值，但尚未达到
糖尿病诊断标准的状态。

研究表明，如果不对糖尿病前期人
群进行干预，其中超过90%的人20年后
可能发展为糖尿病。对于已经步入前期
之列的人群，纪立农表示，如果干预得好
就有可能复转到健康状态，建议定期监
测血糖水平、优化体重、调整膳食、合理
运动、戒烟等。

“糖尿病可防可治，做好糖尿病防治
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郭立新呼
吁，全人群都应积极掌握糖尿病的危险
因素和应对策略。糖尿病患者要掌握控
糖要点、关注肥胖和高血糖，定期筛查，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新华社记者顾天成 李恒 龚雯

当常见慢病遭遇“银发浪潮”
——透视中国糖尿病防治危与机

相关 新闻

新华社北京电 11月14日是联
合国糖尿病日，今年的主题是“了解风
险，了解应对”。世界卫生组织强调，
让糖尿病患者公平获得基本护理，帮
助他们提升认知，把并发症风险降至
最低。

联合国糖尿病日由世界卫生组织
和国际糖尿病联合会共同发起，其前
身是“世界糖尿病日”。2006年联合
国通过更名决议，进一步强化政府行
为，动员全社会加强对糖尿病的防控。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数据显示，截
至2021年，全球共计约5.37亿成年
人患有糖尿病，其中近一半患者即大
约 2.12 亿人对自己的病情缺乏认
知。这一机构预测，到2045年全球患
有糖尿病的成年人数量将增加约
46%，达到约7.83亿。

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患者胰脏
不能分泌足够的胰岛素或者身体不能
有效利用产生的胰岛素，导致血糖浓
度升高。随着时间推移，糖尿病可能
损害心脏、血管、眼睛、肾脏和神经等，
是失明、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以
及导致下肢截肢的主要病因。

糖尿病有两种主要类型。1型糖
尿病患者自身通常不能分泌胰岛素，
需要注射胰岛素来维持生命；2型糖
尿病占糖尿病病例总数的90%左右，
患者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

1型糖尿病无法预防，而2型糖尿
病通常是体重超重和身体活动不足的
结果。事实表明，简单的生活方式变
化能有效预防或延缓2型糖尿病，例
如保持健康体重、坚持体育锻炼、保证
不吸烟、远离饮食中的“糖衣炮弹”。

糖尿病具有低知晓率、低治疗率
和低治愈率的特点。除了血糖异常、
多饮多尿、食量大、体重减轻等常见症
状外，还可能有乏力、情绪易怒、手麻
脚麻、视物不清、尿频尿急等症状。

近年来，伴随着未成年人超重、肥
胖日益增多，糖尿病患者愈发年轻
化。专家提醒家长不要给孩子摄入过
多高脂高糖的食物，要让青少年、儿童
保证吃动平衡。

联合国糖尿病日，
你需要知道这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