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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健康是全民健
康的基石。22日，国家疾控局
等4部门联合发布《中小学生超
重肥胖公共卫生综合防控技术
导则》，明确三级预防干预技术
和相关标准，部署综合防控我
国中小学生超重肥胖问题。新
华社记者专访相关疾控专家，
就防控要点进行解读。

定期奉献“名医
访谈、医疗活动、健康
科普”等精彩视频

医 周 健 闻

预防“小胖墩”
有了专门技术导则

涵盖“家、校、体、卫”方方面面

18位名中医坐镇义诊

市中医院
举办三伏养生节

携手南通妇幼一生健康无忧。
在南通，提到妇儿健康，总绕不开南
通市妇幼保健院，其实在这样一所三
甲妇幼保健院里，还有一支医术同样
精湛的普外科团队，多年来他们始终
以仁心仁术，默默守护无数百姓的健
康，今天南通名医团就带您一起走进
他们的世界。

市妇幼保健院
普外科团队

晚报讯 20日上午，南通市中医
院建设路院区的“2024三伏养生节”
开幕，吸引了数百位市民前往“打卡”。

当天，市中医院14个科室的省、
市级名中医早早就位，坐镇义诊，为市
民把脉问诊。专家们仔细回答每位患
者的问题，结合个人体质，给出相关建
议，并为他们量身定制调理方案。在
门诊大厅，医护人员带领市民进行八
段锦练习。中药传统技艺展示区，工
作人员一边介绍中药材，一边组织大
家制作中药香囊。现场人气最旺的项
目，当属三伏贴和耳穴体验。市民们
有序排起长队等待施治。中医护理人
员一边为群众进行艾灸刮痧、耳穴压
豆、温通拨筋等中医特色疗法，一边科
普中医护理健康知识。义诊特别设置
了中医降暑茶饮区，香气四溢的茶饮
不仅解渴，更让人感受到中医文化的
博大精深。

据悉，市中医院结合中医传统的
四季养生理念常态化开展“四季养生
节”活动。除本次夏季“三伏养生节”
以外，另有“春生养阳节”“金秋养颐节”

“冬令膏方节”等特色专题活动，持续
推动中医健康惠民，提升群众对中医
药的体验感与满意度。 记者朱颖亮

研究显示，肥胖的发生受遗
传、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共同影响，
不同成长阶段、不同情况的中小学
生防控重点各有不同。专家表示，
专业机构、家庭、学校、社区的密切
协作，是推动防控工作落地见效的
重中之重。

比如，对严重肥胖及肥胖伴有
临床危险因素的学生，应开展临床、
膳食和行为矫正等联合干预。“这些
学生需要医疗卫生机构的更多参
与，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先从膳食和
运动入手，同时开展行为矫正，及时
遏制肥胖及相关疾病。必要情况

下，采取临床治疗。”张倩解释道。
提升防控技术的专业化、智能

化水平也很重要。导则还鼓励多
部门及家校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
如智能手环设备进行运动监测、智
能餐盘评估食物摄入及营养素含
量等，提高防控的有效性。

导则首次发布了《中小学生超
重肥胖风险自测评估表》，帮助家校
在专业机构指导下运用自测表评估
个体和群体发生超重肥胖的风险。

是否每天吃全谷物、杂粮或杂
豆；含糖饮料食用频率是否低于每
周1次……张倩介绍，家庭、学校
和疾控部门可以利用评估结果，从
膳食、身体活动、遗传、心理和定期

监测的角度，了解学生发生超重肥
胖的风险，并明确干预重点方向。

导则还提出了一些筛查建档、
评估预警“新做法”，包括结合健康
体检等工作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及
时向家长反馈体检结果；控制危险
因素实现多病共防，加大宣传教育
营造支持环境等。

“全面、系统地推进中小学生

超重肥胖防控工作，需要将防控技
术落到实处，构建立体的防护网
络。”刘爱东说。

据悉，下一步，有关部门将围
绕三级预防策略，持续加强风险评
估、优化生活方式、营造支持环境，
探索出更多中小学生超重肥胖防
控的有益经验和有效路径。

新华社记者顾天成

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当
前，我国6岁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
重肥胖率约为19%。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儿
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状况整体呈快
速增长趋势。”中国疾控中心营养
与健康所副所长刘爱东表示，这一
现状亟须加强干预。

导则明确提出预防为主、早期

干预和疾病预警的三级预防策略
和对应技术。

其中，一级干预技术主要通过
风险评估、生活方式管理等措施，
预防超重肥胖的发生；二级干预技
术侧重通过开展筛查和早期干预，
控制超重肥胖的发生发展，预防相
关疾病；三级干预技术聚焦对严重
肥胖及肥胖伴有临床危险因素的

学生，开展联合干预，防止肥胖及
相关疾病发展。

参与起草该导则的专家、中国
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张
倩表示，作为导则的重点内容，三
级预防干预技术对各地防控工作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技术主要从
评估筛查、生活干预、及时诊断治
疗等方面入手，开展分级防控。”

刘爱东介绍，肥胖本身是一种
疾病，也是多种慢性疾病的危险
因素。“儿童肥胖影响儿童的运动
能力及骨骼发育，会对行为、认知
及智力产生不良影响。同时，肥胖
及其相关健康风险还可持续至成
年期。”

导则强调通过日常化的饮食、

运动手段防止肥胖：
——促进健康饮食，做到少

盐、少油、少添加糖，鼓励各级学校
配备有资质的专兼职营养指导人
员。

——保证身体活动，促进运动
日常化，鼓励学校每天开设1节体
育课。

怎么吃、运动量、睡眠时间都
有标准可循：

参照《学生餐营养指南》（WS/
T 554-2017）等标准提供学生
餐；每周至少3天进行增强肌肉和
骨骼的运动；久坐45分钟后应起
身活动，每天视屏时间少于2小
时，保持充足睡眠……

看点一：构建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综合防控技术体系

看点四：首次发布风险自测表 诸多新做法有亮点

看点三：强调多方协作联合干预与防控技术专业化

看点二：强调通过健康饮食与运动日常化来防肥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