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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孩子在暑期由于上网课、玩

电子游戏等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导致

假期过后视力下降的发生。对此，在今

日国家卫健委就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和暑期学生健康有关情况举行的发布

会上，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中

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眼科学分

会主任委员王宁利称，临床发现，

假期后，孩子的远视力下降了，近

视眼的度数增加了，这个现象值

得我们关注。孩子在假期的“放松”，

如果没有做科学化的管理就会变成放

纵，这是不科学的。

对于暑期儿童青少年如何科学用

眼、护眼，王宁利认为应做好几个“转

变”：一是把“近”变成“远”，将在校时

不可避免的近距离用眼负荷，通过在

假期多远看、少近看的方式来缓解。二

是把“静”变成“动”，通过户外活动让

眼睛能够充分放松，得到良好的休息。

三是把网络游戏变成户外游戏。通过

这样的转变，让孩子的眼睛在整个学

期长期近距离学习的压力下，在暑期

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这样，开学以

后，孩子的远视力会增加，近视度数就

不会增加。

另外，王宁利建议家长带 12 岁

以下的孩子做屈光不正的检查、散瞳

检查，可以充分利用假期时间，比如一

放假就到医院去，做好充分的散瞳准

备，大概两到三周就可以完成检查。对

于接近高度近视或者已经高度近视的

孩子，家长可以利用假期带孩子到医

院做全面的眼科检查。

对于如何预防近视，国家儿童医

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眼科主任李莉也建议，低龄儿童

由家长给孩子读绘本，3 岁以下的儿

童尽量不要使用电子产品。如果 3-6

岁儿童非要使用电子产品的话，一定

要控制使用时间，减少近距离用眼时

间，6 岁以下儿童每次不超过 15 分

钟 。 另 外 ， 学 龄 儿 童 要 牢 记

“20，20，20”这个用眼规则，保留更多

的远视储备量，延缓出现近视的年龄

和减少近视的发生。

暑期也会有很多高中生扎堆做近

视手术，想通过激光手术摘掉眼镜，对

此，王宁利指出，首先，近视眼手术不

是近视眼的治疗手术，是近视眼的矫

正。而近视眼的矫正方式，目前有戴框

架眼镜、隐形眼镜、角膜屈光手术以及

眼内镜植入四类。角膜屈光手术是近

视眼矫正方法中的一种，临床应用也

有很长时间了，手术本身的安全性是

可靠的。但是要注意，该做的可以做，

不该做的千万不要去做。

哪些人群不宜做近视手术呢？王

宁利介绍：“从医学上来看，一是近视

眼还在发展，现在把手术做了、矫正

了，可不久之后近视度数又在继续加

深。二是有遗传的角膜病，手术后可能

出现一些并发症。三是每个人的角膜

厚度不一样，角膜太薄的人，手术后眼

睛的安全性会受到影响。”

“眼睛的发育有个过程，一般女孩

大概到 18 岁左右，眼睛发育进入稳

定期，男孩比女孩子晚一点，到 20 多

岁进入稳定期。能不能做近视手术，最

重要的标准是看眼睛的度数，尤其最

近两年，每年进展的度数有没有超过

50 度，如果超过 50 度，就不要做，说

明近视还在进展期。”王宁利建议，如

果自己符合手术条件，之前戴隐形眼

镜，那么至少要停戴一个月，如果暑期

才停戴，则手术时间就会很仓促。而且

要明白角膜屈光手术是屈光矫正手

术，屈光矫正了，近视眼的眼底还是近

视眼的眼底。

据人民网

最近大家出门不难发现,在呼

和浩特街头有一类“过敏族”,他们

每天出门得戴着“猪鼻子”,随身拿

着纸巾和抗过敏的药物, 喷嚏连

连、泪眼汪汪？

过敏性鼻炎也叫变应性鼻炎，

是肌体暴露于变应原（过敏原后，

主要由免疫球蛋白 IgE 介导的鼻

黏膜非感染性慢性炎性疾病。

通俗来说，过敏性鼻炎就是人

体在接触过敏原（例如花粉、动物

皮屑、尘螨等）之后，鼻黏膜出现的

非感染性的慢性炎症。

随着呼和浩特地区过敏人群

的逐年增加，每年 7-9 月成为许多

人的难关，更有甚者导致过敏性五

官组织炎症、哮喘、皮炎等，极大影

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从各种研究

结果可以认为这些过敏现象主要

是因为空气中漂浮的花粉粒所

造成的，尤其是菊科蒿属植物

花粉为主要季节性致敏因素，

占各类植物花粉粒致敏比例高达

65%左右。

呼市及周边地区自然生态环

境和气候比较符合这类蒿属植物

的生长，其中导致致敏反应相对强

的品种有 16 种左右，最主要的有

黄花蒿、大籽蒿、艾蒿、猪毛蒿、冷

蒿、沙蒿等。每年致敏时间多在 7

月至 10 月，而在 7 月、8 月是蒿属

类植物花粉成熟扩散峰值期，此期

气候特征是干旱少风少雨蒸腾大，

花粉粒易在空气中漂浮聚集，达到

一定浓度就可导致致敏症状发生。

研究发现在一天中花粉相对

漂浮时间密集时间是在下午 2 点

到 4 点，有些植物在晚上 8 点到

10 点还会形成第二峰值。所以小

伙伴们要尽量避免在这些时段出

门，出门后也要佩戴好口罩。

为了提升呼和浩特市变态（过

敏）反应疾病预防、科研和救治能

力，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看病就医

需求，呼和浩特市决定引进北京地

区优质医疗资源，由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牵头在呼和

浩特地区开展过敏性疾病花粉监

测、植被调研、流行病学调查、医生

规范化培训和患者健康教育等精

准防控工作，在呼和浩特市第一医

院成立变态（过敏）反应中心，在 9

个旗县区二级综合医院分设变态

（过敏）反应科，在全市 34 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76个乡镇卫生院设

立变态（过敏）反应门诊，建立了呼

和浩特市变态（过敏）反应“三级”

防治体系。

为了帮助市民摆脱过敏性疾

病困扰，精准找到过敏性疾病的致

敏原，呼和浩特地区花粉监测工作

全面启动。

近日，国家卫健委发布《2020

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以下简称《公报》），披露了公

众关心的医疗机构数量、看病花

费、病床使用率、人口生育等数据。

全国有多少家医疗卫生机构？

———截至 2020 年末总数超

102 万个

《公报》显示，2020 年末，全国

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022922

个，比上年增加 15377个。其中，医

院 35394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970036 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14492 个。与上年相比，医院增加

1040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

15646 个。

医院中，公立医院 11870 个，

民营医院 23524 个。医院按等级

分：三级医院 2996 个（其中：三级

甲等医院 1580 个），二级医院

10404 个，一级医院 12252 个，未

定级医院 9742 个。

全国医疗卫生机构的床位数

是多少？

———截至 2020 年末为 910.1

万张

2020 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

构床位 910.1 万张，其中：医院

713.1 万张（占 78.4%），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 164.9 万张（占 18.1%），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29.6 万张（占

3.3%）。

医院中，公立医院床位占

71.4%，民营医院床位占 28.6%。与

上年比较，床位增加 29.4 万张，其

中，医院床位增加 26.5 万张（公立

医院增加 11.5 万张，民营医院增

加 15.0 万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增加 1.8 万张，专业公共卫生

机构床位增加 1.1 万张。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数由 2019 年 6.30 张增加到 2020

年 6.46 张。

全国有多少卫生人员？

———截至 2020 年末总数达

1347.5 万人

2020 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

数达 1347.5 万人，比上年增加

54.7 万人（增长 4.2%）。

2020 年末，卫生人员总数中，

卫生技术人员 1067.8 万人。其中，

执业（助理）医师 408.6 万人，注册

护士 470.9 万人。与上年比较，卫

生技术人员增加 52.4 万人（增长

5.2%）。

从学历来看，2020 年末，卫生

技术人员本科及以上占 42.0%。

2020 年，每千人口执业（助

理）医师 2.90 人，每千人口注册护

士 3.34 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

2.90 人，每万人口专业公共卫生机

构人员 6.56 人。

去年有多少人去医院看病？

———总诊疗人次达77.4亿人次

《公报》提到，2020 年，全国医

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77.4 亿

人次，比上年减少 9.8 亿人次（下

降 11.2%）。2020年居民到医疗卫

生机构平均就诊 5.5 次。

2020 年总诊疗人次中，医院

33.2 亿人次（占 42.9％），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 41.2 亿人次 （占

53.2％），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3.0

亿人次（占 3.0％）。与上年比较，医

院诊疗人次减少 5.2 亿人次，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减少 4.1

亿人次。

2020 年公立医院诊疗人次

27.9 亿人次 （占医院总数的

84.0%），民营医院 5.3 亿人次（占

医院总数的 16.0%）。

2020 年医院医生工作量是多

少？

———日均担负诊疗 5.9 人次

和住院 2.1 床日

2020 年，医院医师日均担负

诊疗 5.9 人次和住院 2.1 床日，其

中：公立医院医师日均担负诊疗

6.3 人次和住院 2.2 床日。

去年全国医院病床使用率情

况如何？

———较上年下降 11.1 个百分

点

2020 年，全国医院病床使用

率 72.5％，其中：公立医院 77.2%。

与上年比较，医院病床使用率下降

11.1 个百分点（其中公立医院下降

14.0 个百分点）。2020年医院出院

者平均住院日为 8.5 日（其中：公

立医院 8.4 日），与

年比较，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减

少 0.6 日（其中公立医院减少 0.7

日）。

在改善医疗服务方面，截至

2020 年底，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

中，51.2%开展了预约诊疗，91.6%

开展临床路径管理，63.2%开展远

程医疗服务，86.7%参与同级检查

结果互认，93.7%开展优质护理服

务。

去年全国基层卫生服务有何

变化？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至 74 元

《公报》提到，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从 2019

年的 69 元提高至 2020 年的 74

元。2020 年，接受健康管理的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数 12718.9

万人，按照规范要求进行高血

压患者健康管理的人数 10912.1

万人，按照规范要求进行 2型糖尿

病患者健康管理的人数 3573.2 万

人。

农村卫生方面，2020 年底，全

国共有县级医院 16804 所、县级

妇幼保健机构 1887 所、县级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2025 所、县级卫生

监督所 1770 所，四类县级卫生机

构共有卫生人员 336.4 万人。

社区卫生方面，2020 年底，全

国已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35365 个，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9826 个，社区卫生服务站

25539 个。与上年相比，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增加 265个，社区卫生服

务站增加 87 个。

去年全国中医药服务有何进

展？

———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总

数达 72355 个

2020 年末，全国中医类医疗

卫生机构总数达 72355 个，比上年

增加 6546个。其中：中医类医院

5482 个，中医类门诊部、诊所

66830 个，中医类研究机构 43个。

与上年比较，中医类医院增加 250

个，中医类门诊部及诊所增加

6295 个。

去年百姓看病花费为多少？

———医 院 次 均 门 诊 费 用

324.4 元

2020 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

324.4 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上涨

11.6%，按可比价格上涨 8.8%；人

均住院费用 10619.2 元，按当年价

格比上年上涨 7.8%，按可比价格

上涨 5.2%。日均住院费用 1122.6

元。

2020 年各级公立医院中，三

级医院次均门诊费用上涨 10.7%，

人均住院费用上涨 5.6%，低于公

立医院病人费用涨幅。

去年报告死亡数第一的传染

病是什么？

———艾滋病居首位，死亡数超

1.8 万

2020 年 1月 20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照甲类

传染病管理，我国传染病病种增加

至 40种。 据人民网

为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播，使中医

药成为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官网消息，日前，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宣传部、教育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广电总局联

合印发《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

案 (2021—2025 年)》（以下简称《方

案》），部署推动“十四五”时期中医药

文化传承弘扬工作。

《方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

中医药文化建设工作的领导，深入挖

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充分

发挥其作为中华文明宝库“钥匙”的传

导功能，加大中医药文化保护传承和

传播推广力度，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

国民教育，融入生产生活，促进中医药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医

药振兴发展、健康中国建设注入源源

不断的文化动力。

《方案》要求，到 2025 年，中医药

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贡献度明显提

高，作为中华文明瑰宝和钥匙的代表

意义和传导功能不断彰显，成为引导

群众增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的重

要支撑。中医药文化源流更加清

晰、内涵更加丰富，研究成果丰

硕，精神标识基本确立，对中医药

事业发展的推动促进作用进一步

发挥。中医药文化供给和群众性活动

更加多样，中医药文化更广泛融入群

众生产生活，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和

方法更便捷服务群众健康需要。中医

药文化进校园的机制初步建立，基础

进一步夯实，中小学中医药文化教育

不断加强，推动实现中医药文化贯穿

国民教育始终。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方案》明确

了 4项重点任务：

一是通过提炼中医药文化精神标

识，加强中医药文化资源梳理和中医

药文化时代阐释来深入挖掘中医药文

化精髓。特别是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

易于接受的现代化表达形式，创作一

批面向不同受众的中医药文化作品，

对中医药文化内涵理念进行时代化、

大众化、创新性的阐释。正本清源，净

化中医药文化市场。

二是通过建设中医药文化传播平

台，举办中医药文化传播活动，建设中

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加强中医药题

材文艺创作来推动中医药融入生产生

活。充分利用新技术和新媒体手段，形

成特色突出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展示

体系。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手段

和具有广泛参与度的实践路径，普及

中医药健康养生知识、方法，传播中医

药文化理念，提升中医药文化影响力，

帮助群众更加经常接触到规范的中医

药养生保健知识。

三是进一步丰富中小学中医药文

化教育和丰富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形

式，来推动中医药文化贯穿国民教育

始终。普及适宜青少年掌握的中医养

生保健知识，帮助中小学生养成良好

的健康意识和生活习惯。

四是推进中医药文化传播机制建

设，包括中医药文化传播人才培养机

制、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监测机制。定

期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人才遴选培

训，培养造就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突

出、求实创新的中医药文化传播工作

队伍，构建能力突出、结构合理、梯次

分明的人才体系开展中医药健康文化

素养调查，掌握全国乡村、社区、家庭

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情况基础信

息和全国素养水平，为中医药健康文

化的传播推广提供数据支撑。

《方案》要求，要形成推动中医药

文化传播与知识普及的强大合力，将

中医药文化传播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纳入全局工作谋划推进，确保各项任

务扎实有序推进，营造有利于中医药

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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