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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积极开展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

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是以慢性支气
管炎、肺气肿、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哮喘
等为代表的一系列
疾病。据统计，我国
大约有 1 亿人正受
到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以下简称“慢阻
肺”）困扰，且居民对
此知晓率极低，仅
3.99%，肺功能检查
普 及 率 更 是 只 有
2.86%。随着城市
化和人口老龄化进
程的加快，慢阻肺在
40岁及以上人群中
的患病率呈上升趋
势，严重影响中老年
患者的生活质量；而
我国20岁及以上人
群 哮 喘 患 病 率 为
4.2%，患者总数达
4570万人……保障
人民群众呼吸系统
健康，让明天“肺”更
好刻不容缓。

积极推进《健康
中 国 行 动（2019-
2030年）》专项行动
之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防治行动，我市采
取了哪些措施？如
何早预防、早诊断、
早治疗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

“2019年，重庆市在6个
区县开展的慢阻肺流行调查

结果显示，我市40岁及以上人群慢阻肺患病率为
12.65%，总患病人数近300万人。”市疾控中心慢病所
所长丁贤彬表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病情长期牵延，
不断加重，给个人健康、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危害。

为此，我市积极建立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监测与干
预信息平台，开展慢阻肺早期筛查与干预，强化慢阻
肺患者全程健康管理，加强基层慢阻肺能力建设，通
过“筛、防、管、治、康”全程健康管理服务，为市民呼吸
健康护航。

2021年10月底，慢阻肺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
合干预项目正式启动。同年10月底，我市在16个区
县开展了慢阻肺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现场调查工
作。截至2022年4月22日，我市共开展筛查13343
人，筛查出高危人群2580人，高危人群检出率为
19.34%，不仅提高了慢阻肺高危人群的早期发现率，
还提高了慢阻肺患者的早诊早治率。

为及时评估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效果，我市
于2021年建立完善慢性呼吸系统监测与干预信息平

台。该平台的建成加强了慢阻肺病例报告信息采集
工作，实现了全市慢阻肺患者健康信息的互联互通，
使慢阻肺的监测与健康管理更有效、及时与便捷。此
外，近年来，我市广泛开展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宣传
教育，编发科普宣传手册，有效提高了居民对于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知识的认知水平。

在慢阻肺患者的管理上，我市早在2020年就正
式启动了慢阻肺全程健康管理，并将九龙坡区和长寿
区作为慢阻肺全程健康管理试点，积极开展慢阻肺患
者随访管理、慢阻肺患者自我管理教育和社区肺康
复，极大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降低他们的疾病负
担。

丁贤彬表示，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强化“筛、防、
管、治、康”全程健康管理服务，将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纳入重点人群健康管理范畴，推荐慢阻肺患者接种流
感疫苗和肺炎疫苗；重点加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能力建设，提高医护人员的预防、
诊治和健康管理能力，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具备
开展肺功能检查评估的能力，逐步提升基层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筛查干预、健康管理、疾病监测等能力。

市疾控中心慢病所所长 丁贤彬
“筛、防、管、治、康”保障市民呼吸健康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
全球“四大慢病”之一，主要
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

阻肺）、支气管哮喘、间质性肺疾病、支气管扩张症、
尘肺等，近年来，非小细胞肺癌预后明显改善，成为
呼吸慢性疾病，也列入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慢病。黄
勇表示，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是改善慢性呼吸系
统疾病患者生活质量的最好办法。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危因素有哪些？如何
早期预防？慢阻肺的危险因素主要是长期吸入有
毒颗粒（比如吸烟、空气污染、生物燃料等）、肺发育
不良、儿童期反复肺部感染等；支气管哮喘的危险
因素主要是过敏，常与接触变应原、冷空气、物理和
化学性刺激以及上呼吸道感染、运动等有关；支气
管扩张症通常与既往下呼吸道感染，尤其是婴幼儿
和儿童时期下呼吸道感染，如麻疹、百日咳、肺结
核、肺炎（包括细菌、病毒和支原体）有关；间质性肺
疾病常见结缔组织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等，此
外，环境因素、职业因素、药物因素以及遗传因素也
与间质性肺炎的发病有关；早期肺癌主要与吸烟和
厨房油烟等相关；尘肺与吸入矿物质粉尘相关。因

此，远离可控高危因素是有效预防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的重要措施。

黄勇提醒，早期预防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应该做
到避免长期接触有毒颗粒，主动远离烟草、空气污
染、生物燃料、厨房油烟、矿物质粉尘等环境，或者
进行必要的预防，比如戴口罩。过敏患者也需要刻
意留心可能导致自己不适的各种刺激因素，并有意
避开。此外，黄勇建议定期进行肺功能和胸部低剂
量CT项目体检，按要求定期接种各类疫苗，如流感
疫苗、肺炎疫苗、百白破疫苗等，并保持良好生活方
式、运动习惯和健康素养。

如果没有做到早期预防、早期发现，已经患上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该怎么办？黄勇表示，即便已经
确诊为有症状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如能做好疾病
管理，也可以延缓病情进展，减轻症状，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黄勇建议，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严
格遵医嘱用药，不自主减量或停药；定期门诊复查，
做好随访；必须戒烟；及时接种疫苗；在专业人员指
导下进行呼吸康复，尤其是运动训练，运动训练在
病房、门诊、居家均可以有效开展。

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黄勇
警惕高危因素 远离“会呼吸的痛”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中
国老年人的常见病、多发病，
其病程长，不易根治，常因反

复发作而导致肺功能损害以致发展为呼吸衰竭。
万耘介绍，老年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发的原因

主要有内因和外因。内因为老年人组织代谢机能减
退，对呼吸道的清洁能力大大降低，同时随着机体抵
抗力能力降低，免疫功能减退，就容易患呼吸系统疾
病；外因则是，若老年人长期生活在烟草环境中，其肺
部健康将十分堪忧。

在万耘看来，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是可防可控的
疾病，提前做好预防保健工作，能改善老年人生活
质量。因此，老年群体应该避免室内温度过高和空

气不通畅，经常性进行室内通风换气；适量运动，避
免熬夜，增强体质，提高自身抵抗力和免疫力；保持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避免生冷辛辣和暴饮
暴食；坚决戒烟限酒；保持室内卫生，做好消毒杀
菌，避免细菌滋生；保持乐观和积极向上的心态；定
期体检，特别是注意做胸部CT检查，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早治疗。

为切实帮助辖区居民实现慢阻肺、哮喘的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近年来，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
院为辖区居民普及呼吸慢病的预防、治疗及康复等
相关知识，并帮助下级医院开展肺功能检查，积极
履行医疗机构责任，助力重庆市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防治行动。

九龙坡区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万耘
老年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预防 需内因+外因“双管齐下”

肺功能检查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
治行动中，基层医院是打通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的

“最后一公里”。为深入贯
彻《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长寿区邻封镇
卫生院立足居民呼吸系统疾病诊疗需求，推进呼吸疾
病防诊治体系与能力建设再上新台阶。

据悉，2020年，慢阻肺高危人群筛查与综合干预
项目落地长寿区，邻封镇卫生院作为该项目执行单位
在社区人群中通过问卷和肺功能检查的方式开展慢
阻肺高危人群筛查，并根据问卷和肺功能检查结果对
人群进行分层分类综合干预，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
干预，以提高辖区居民呼吸健康水平。

如何落实慢阻肺高危人群筛查与综合干预项
目？邻封镇卫生院以硬件立基，以人才立本，以服

务立身：医院配备便携式肺功能仪2台，每年进行肺
功能监测170余例；选派人员参加基层呼吸系统疾
病早期筛查干预能力提升培训，培训内容包括肺功
能检查操作、支气管舒张试验、肺功能报告解读、肺
功能检查注意事项等，并获得实践培训合格证书。
慢阻肺高危人群筛查过程由长寿区疾控中心负责
开展督导检查，确保问卷质量；由长寿区人民医院
开展复核工作，确保肺功能检测质量。2022年，邻
封镇卫生院共完成高危筛查人数140人，高危筛查
数据完整度达100%。

程红表示，下一步，医院将加强流调和肺功能检
测质量审核，提高项目质量，加强日常访视，确保项目
随访对象稳定，进一步提升基层慢阻肺防治能力和水
平，强化慢阻肺患者健康管理。

胡茜 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长寿区邻封镇卫生院院长 程红
造福慢阻肺高危人群 推进区域呼吸病防治

为市民呼吸健康护航——

巴南 先行先试，纵深推进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建设试点

如何让每一个与公民息
息相关的公共政策与重大工
程项目更有利于群众健康?

《“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将“全面建立健康影响
评价评估制度”作为健康中
国建设的重要保障机制之
一，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
的建立，让“将健康融入所有
政策”从口号变成了现实的
政策。

2021年 9月，巴南区被
确定为重庆市唯一开展健康
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建设国家
试点地区后，迅速启动试点
工作，目前已初步建立了巴
南区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
度，成功开展全市首次公共
政策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并
取得了良好效果。

观看影像资料、专家组专家各抒
己见、巴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现场答疑……2022年7月21日，巴南区举行了
《重庆市巴南区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
年）（征求意见稿）》健康影响评价专家评估会，这标志
着巴南区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建设试点工作进入
实操阶段，也是我市首例公共政策健康影响评价评估
案例。

“全市首例公共政策健康影响评价评估案例的成
功实施，为提升政府科学决策水平和现代化治理水平
提供了宝贵经验，是推进健康中国重庆行动，全面提
升市民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重要举措。”市卫生健康委
党委副书记王卫表示，健康影响评价评估的实施从制

度层面能最大限度消减政策、规划、项目中不利于公众
健康的因素，规避潜在健康风险，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
民群众健康，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群众健康水平同步
提升。“本次健康影响评价评估为我市后续开展健康影
响评价评估试点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经验。”

王卫表示，为在全市形成良性发展机制，下一步，
将强化制度保障，深入总结巴南区试点工作经验，打
通堵点、理顺流程，进一步巩固试点成果，不断健全相
关制度措施，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思想贯穿健康影
响评估试点工作和政府政策制定全过程。同时，要加
强宣传推广，采取多种方式，全方位、多渠道宣传推广
健康影响评价评估的重要意义和重大成果，不断提升
各级党委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

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记 王卫
总结试点经验，深入推进健康中国重庆行动

巴南是如何成为开展
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建
设国家试点地区的？

市卫生健康委爱国卫生处处长李小成
介绍说：“巴南区有较好的工作基础，近年来
在卫生城市创建和巩固、健康城市健康细胞
建设方面成绩较为突出。同时，巴南区大力
发展大健康产业，促进健康服务供给，符合
健康中国战略发展方向。”

在良好的基础上，巴南区开展健康影响
评价评估试点工作的首要关键执行点是什
么？李小成表示，关键在于党委、政府重视，
从区政府层面进行制度设计，指导全区各部
门分工合作，有力地促进试点工作的开展。

巴南区成立了健康促进委员会，由区长担任
主任、相关区领导为副主任，区政府办等32
个部门主要负责人为委员，负责健康影响评
价评估工作的组织领导、工作保障和协调督
办。

巴南区还建立了公共政策健康影响评
价评估联席会议制度、联络员交流联动机
制、健康影响评价评估专家库暂行管理办法
等一系列工作机制，将试点工作纳入巴南区

“大健康”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和“大健
康”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同时，将
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纳入对各部门的年
度实绩目标考核，列入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
估内容之一。

市卫生健康委爱国卫生处处长 李小成
夯实基础，高效推动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

在实操层面，健康影响评价评估
工作应如何开展？

2022年 4月，巴南区印发了《巴
南区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建设实施方案（试行）》，
《方案》涵盖了工作目标、评价评估对象、组织管理、实
施路径、保障措施等，细化规范了评估的各个环节及
评价细节，明确了巴南区健康影响评价评估的“施工
图”和“时间表”；同时，召开全区动员大会，邀请国家
专家开展线上培训及实操演练，提高各部门思想认识
及专家队伍评价评估能力。

“经过这一年多的试点，全区健康影响评价评估
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各级各部门对该工作有了一定的

认识，建立了区级层面的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形
成了较为完善的评价评估政策体系、制度规范、实施
路径和保障机制。”巴南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刘仁华说。

刘仁华表示，下一步将从加强宣传力度、提升队
伍能力、梳理总结试点经验三个方面，持续推进巴南
区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按照推进计划，从2023
年起，巴南区将形成比较完善的评价评估运行体系和
工作机制，力争实现对符合评价评估对象的所有重大
行政规范性文件和重大工程项目进行评价评估，为全
国试点提出比较成熟的制度方案。

巴南区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刘仁华
务实求真，有序开展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

作为首例公共政策健
康影响评价评估案例的主
体方，巴南区农业农村委

副主任李勇介绍，《重庆市巴南区高标准农田
建设规划（2021—2030年）（征求意见稿）》
属于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在征求社会
公众意见的同时，巴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主
动向区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申请，并积极
配合专家对《规划》进行健康影响评价评估。

“本次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共提出了11条
建议，我委均采纳，并立即对《规划》进行了调
整。”李勇介绍，目前，《规划》已提请区委常委

会、区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即将印发实施。
为进一步加强健康影响评价评估知识

的普及和学习，让“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理
念深入人心，李勇表示，“将进一步完善健康
影响评价评估内部工作机制，在日常制定各
项政策规划，实施工程项目时，要避免不利于
人群健康的因素，符合健康影响评价评估的
公共政策和重大工程项目，及时提交区健康
促进委员会办公室和区生态环境局开展评
价评估，努力将影响人群健康的因素降到最
低，助力健康巴南建设。”

巴南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 李勇
完善机制，助力健康巴南建设

国家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建
设试点要求“对公共政策和重大工程
项目开展健康影响评价评估”。目
前，巴南区已成功开展首例公共政策

健康影响评价评估，首个重大工程项目的健康影响评
价评估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巴南区丰盛镇双碑村间，一座目前西南地区建
设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重庆丰
盛垃圾焚烧发电厂矗立其间，与普通印象中的垃圾发
电厂的“脏乱差”不同，这里绿树掩映、花团锦簇。
2012年6月，该厂正式投产，日处理生活垃圾2400
吨，约占主城区生活垃圾总量的三分之一。

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王进介绍，为了更好地
衡量该发电厂对公众健康的影响，巴南区生态环境局
拟对《重庆三峰环境丰盛垃圾发电厂环境影响后评价
项目》开展健康影响评价评估，目前已完成初稿编制，
预计将于近期进行专家评估。“对存在较大健康风险
的建设项目，我局在受理、审查、审批环评时同步进行
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开展影响健康的因素识别，提出
预防改进措施。”王进说，下一步，巴南区生态环境局
将在评估试点工作提质扩面上进一步下功夫：完善评
估专家库；完善事后管理机制；根据试点经验，逐步明
确评价项目类别清单，有效控制健康风险，提升人民
群众健康生活品质。

巴南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 王进
提质扩面，高质量推进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

7月21日，巴南区召开《高

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

2030年）（征求意见稿）》健康

影响评价专家评估会

摄/彭怡

巴南区健康促进委员
会办公室通过推荐、筛选、
审核等程序，经区健康促

进委员会同意，遴选出巴南区第一批健康影
响评价评估专家库成员共46人，组建了健
康影响评价评估专家库。

“我们的主要职责是为健康影响评价评
估工作提供专业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查找
拟订公共政策中不利于人群健康的因素，提
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优化政策条款，结合巴
南实际，最大限度消减不利于人群健康的因
素，让公共政策更加人性化。”巴南区健康影

响评价评估专家库专家，重庆理工大学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程治良说。

为确保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工作的科学
性和专业化，作为一名健康影响评价评估专
家，程治良表示，应加强健康影响评价评估
知识及自身专业领域知识学习，不断提高评
价评估能力。在评价评估中，充分考虑不同
人群健康影响的差异性，重点关注弱势群
体；尤其要考虑评估对象的中长期健康影
响，评估结论必须基于数据、资料等证据，做
好公众健康“守门员”。

骆丹 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巴南区健康影响评价评估专家库专家，重庆理工大
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程治良
打造支撑，做好公众健康“守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