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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协作在护航学生健康方面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指南明确将动
员各方力量，共同加强健康教育。

“学校能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
生活环境和科学的健康教育知识，政
府和疾控机构能够提供政策指导和
技术支持，社区和家庭则可以在日常
生活中引导学生养成健康的习惯。”
宋逸说，为了确保多病共防的效果，

需要政府、专业机构、学校、家庭和社
区等多方面的紧密协作，共同构建一
个全面而立体的防护网络。

实现多方协作，专家认为，关键
在三方面，首先要确保干预策略的执
行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确保过程有
组织；其次，必须建立有效的监测和
评估机制，实现快速反馈干预效果，
并根据反馈结果不断调整和优化干

预策略；最后，需要考虑地区间的差
异，因地制宜，使各个区域根据实际
情况落实协作模式，确保每位学生都
能获得适当的健康服务。

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积极探索并
实践“政府－专业机构－学校－家
庭－社区”五位一体的协作模式，以
期积累更多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措
施。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学生常见病如何“多病共防”
摘掉“小眼镜” 杜绝“小胖墩” 挺直“小背脊”

学生群体的健康总是格外牵动公众的心。近日，国家疾控局发布《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
技术指南》，首次明确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的概念，并提出监测和干预措施。新华社记者
专访参与起草该指南的疾控专家，一起来看这份指南的要点。

指南提出，包括近视、超重肥
胖、脊柱弯曲异常、传染病、龋齿、
心理健康问题等，是当前在学生
群体中经常发生、患病较高的疾
病或健康问题，对个体健康与社
会适应产生较大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儿
童青少年主要健康问题也在发生
演变。”安徽医科大学教授陶芳标
介绍，国家疾控局监测数据显示，
2022年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为 51.9%，其中，小学 36.7%，初
中 71.4%，高中 81.2%。

学生超重肥胖患病人数和患
病率也在迅速攀升，2020年《中国
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
示，6 至 17 岁学生超重肥胖率为
19%。2019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和
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数据显
示，中小学生脊柱弯曲异常检出
率为 2.8%，脊柱弯曲异常患病率
在初中、高中阶段增长更快。此
外，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也
需要加以关注。

陶芳标说，我国学生群体单
一疾病或健康问题的流行值得重
视，特别是同一个体存在 2 种及
以上疾病的情况亟待改观。

看点二 “多病共防”可以通过行为与环境干预实现

指南首次明确了学生常见病“多
病共防”的概念，即“多病中病因相同
或具有共同的风险因素时，可采取多
病共防策略。”

比如日间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
缺乏、静态行为、睡眠节律紊乱、夜
间接触光源刺激时间过长、营养失

衡、亲子交流缺乏等往往是学生群
体近视、超重肥胖、脊柱弯曲异常和
心理健康问题的共同风险因素，通
过增加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充足
睡眠和早睡早起、规律生活、均衡营
养、加强亲子交流等，可同时预防多
种疾病或健康问题，达到多病共防

的目标。
陶芳标认为，必须要高度关注

和重视学生身心健康问题，通过综
合干预和多方协作，实施科学的预
防和干预措施，将进一步提高学生
常见病防控水平，全面保障学生健
康。

看点三 构建学生常见病三级干预体系

中国疾控中心儿少/学校卫生中
心研究员宋逸介绍，指南提出要构建
三级干预体系，包括一级干预、二级
干预和三级干预。

其中，一级干预主要侧重于推广
简单易行、效果可靠的干预技术，创
新性提出“6个 1”健康生活方式；二
级干预注重早期发现高危群体，及时
发现远视储备量不足、体重持续增

加、情绪变化大的学生，加强监测随
访，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防止
单一健康问题向多病共患进一步发
展；三级干预针对已出现多病共患的
学生，指导学生到专业机构确诊和治
疗。

什么是“6 个 1”健康生活方式?
陶芳标表示，“6个 1”可视作日常生
活干预技术的高度凝练和全面指

导。即保障每天体育锻炼 1小时、校
内和校外日间户外活动各 1小时；久
坐 1小时需要起身活动 10分钟；以娱
乐为目的的视屏时间每天小于 1小
时；三餐就餐时间相对固定，相差不
超过 1小时；早睡早起，每天减少夜
间接触光源刺激 1小时；每天亲子交
流 1小时和互动 15分钟。

看点四 “五位一体”多方协作才能为学生保驾护航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高蕾）
人工耳蜗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已使我国近 90%
的听障儿童能够听声学语，进入普通幼儿园
和学校学习。这是记者 5月 14日从中国残联
召开的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日主题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的。

今年 5月 19日，是第三十四次全国助残
日，主题是“科技助残，共享美好生活”。中国
残联计财部副主任刘立军在发布会上介绍，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助残科技研发应用部
署、实施力度。“十三五”以来，科技部将残疾
人康复、无障碍环境建设、辅具技术等领域科
研项目纳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残联组
织并实施的 7个项目吸引了 25所高校、16家
科研院所、24家企业参与其中。同时，近五年
来，中国残联设立各类科研课题 300余项，助
推助残科技研究、应用。

刘立军介绍，当前，人工耳蜗的研发和推
广应用已使我国近 90%的听障儿童能够听声
学语，进入普通幼儿园和学校学习。智能语
音转换和读屏等技术的推广应用，正使越来
越多听障人士和盲人与其他人群高效沟通，
跨越数字鸿沟，融入信息社会。

5 月 13 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天目粮
仓”粮食功能区麦浪涌动，丰收在望。 中新社 发

麦浪涌动
丰收在望

近90%听障儿童
使用人工耳蜗听声学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