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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电（记者周姝芸） 2022眼健康发展国际论坛日前在长
沙召开，多位行业专家就眼科技术新趋势进行专题分享，共同探讨
眼科领域技术的发展和创新。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设备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医疗资源分配
不均衡的方法之一。”北京协和医院眼科主任陈有信在会上分享了通
过5G技术完成远程眼底激光治疗手术的案例，他表示，未来远程医
疗的5G系统将会进一步打破区域限制，为偏远地区患者带来福利。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眼科学与视觉科学系主任孙兴怀指出，早
期筛查和诊断对于避免视觉损伤至关重要。如何高效识别眼病？孙
兴怀提出可以充分利用5G技术、智能眼部OCT疾病筛查等智慧医
疗设备提供专业诊疗服务，提高基层医院的诊疗水平，降低眼病致
残致盲率，同时覆盖到各地患者，使他们享受同等的医疗待遇。

作为本次论坛的主办方，爱尔眼科在当天活动上揭牌成立眼视
光等四个研究所，进一步推动眼科领域科研创新。同时，爱尔眼科
在成立20周年之际发布最新公益战略，未来10年将捐资200亿元，
捐赠资金将通过两项公益基金会开展眼健康公益事业，包括设立基
层眼科医生、全科医生眼病诊断能力培训提升的专项基金、建立基
层眼病诊断帮扶点和捐赠投放眼科智能诊断设备等，助力打造一个
覆盖更广泛人群的眼健康公益生态圈。

小药片事关大民生，安全、有效、
经济、适当地使用药物不仅关乎群众身
体健康，也能有效避免医药资源的浪
费，提高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

日前，“合理用药·中国行动”第三
届全国经验交流大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召
开。活动由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指
导、健康报主办、福建省卫健委等协
办，来自全国各地卫生健康、医疗机构
等领域的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商如何促
进合理用药水平的提升。

“近年来，我国合理用药水平不断提
高，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结果显示，2018
年—2021 年，二级和三级公立医院合理
用药相关指标均逐年提高，多个药事质
控指标持续改善。”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
局副局长李大川表示，从整体看，合理
用药工作还需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需求，同时，健康中国战略、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对合理用药提出
了更高要求。未来，要不断提升我国合
理用药水平，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应有
贡献。

2020 年，国家卫健委等六部门联合
印发了《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药事管理 促
进合理用药的意见》，成为今后一段时间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的工作指引。

“近日，国家卫健委会同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用药
安全管理提升合理用药水平的通知》，各
地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始终把医疗
机构合理用药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予以推
进，坚守用药安全底线。”国家卫健委医
政医管局医疗管理处副处长王曼莉强
调，要充分发挥合理用药或药事质量控
制专业组织作用，强化专业技术支持；
加强监测报告和分析，积极应对药品不
良反应；加强用药安全监管，促进合理
用药水平提高。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将组织加强对各地工作情况的
推动和定期通报，对工作或管理不力的
地区采取约谈等方式，督促及时整改并
跟踪复查。

会上，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网办公室主任胡茵介绍了对全国
1829家样本医院开展临床用药监测的情况。胡茵指出，目前合
理用药监测网覆盖30个省份，分布在300余个计划单列市、地
级市，胡茵表示，未来全国合理用药监测办公室将加强各地的
合理用药专项课题研究，针对重点疾病系统的重点病种、重点
药品，结合各地疾病谱、发病率、流行病学等情况，进行深层
次、多角度的大数据专项研究与分析。

“必须构建‘价值医疗’理念，要以科学的思路、技术手
段，结合科学管理理念，构建规范化临床路径下的用药选择，
未来必须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下严格推进节约费用。”在北京大
学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看来，结合临床，把药事
管理融在医院临床每一个环节，才能把药品真正用到位。医院
要突出专业化队伍建设，医院重点专科建设需紧密结合临床实
际，以患者为中心，促进培养真正适合临床药学服务的药师队
伍。结合用药监测，包括干预方案实施、精度用药，构建药事
服务体系和医保支付方式，综合服务于以患者为中心的合理用
药体系。

“具体到老年人和儿童这样的特殊群体，建议加强相关医学
专业临床药师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增设老年用药和小儿用药
专科临床药师岗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副主任周颖表
示，希望二级以上医院及所有老年和儿童专科医院至少配备1名
老年用药专业临床药师或（和）1名小儿用药专业临床药师。

在福建省三明市第一医院党委书记周章彦看来，三明医改
的实践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保障体系，堵
住药品耗材价格虚高的漏洞，规范、净化行医环境，动态调整
医疗服务价格，加强规范用药管理，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和医务
人员阳光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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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好处母乳好处大大 哺乳挑战多哺乳挑战多

母乳喂养母乳喂养：：家事亦国事家事亦国事
本报记者 王美华

母乳喂养，需要全社会帮忙

提起母乳喂养，人们普遍知道这种喂养方式好
处多多。

母乳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免疫活性物质和水
分，能够满足 0—6 月婴儿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部营
养，是配方粉、牛羊奶等无法替代的；研究发现，
母乳有助于降低婴儿患感冒、腹泻、肺炎等疾病的
风险；通过哺乳可以增强母婴的情感联系，促进孩
子的神经系统发育；分娩后立即让婴儿吸吮乳房可
以减少妈妈的产后出血、降低妈妈患乳腺炎等疾病
的风险……

“母乳喂养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则不然。”
中国营养学会秘书长韩军花强调，母乳喂养的责任
不能只推给新手妈妈一人承担，而需要家庭和全社
会的支持分担。

“母乳喂养非常辛苦。”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郭菲指出，妈妈在哺乳过程中要面临许
多压力和困难。

由于夜间也需要喂奶，妈妈的睡眠节律被打
断、睡眠被剥夺，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是不小的挑
战；不少妈妈在哺乳的同时要兼顾工作，客观上导
致坚持纯母乳喂养6个月、继续母乳喂养超过2年的
难度非常大；哺乳过程中还会遇到一系列具体问
题：奶少、涨奶、乳头发炎、乳头皲裂、乳房红肿
硬、追奶失败……在诸多压力之下，少数女性在产
后哺乳阶段出现产后抑郁、产后焦虑甚至产后强迫
症等情况，需要专业医生的指导和帮助。

“哺乳成功与否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除了
妈妈自身因素，还与孩子自身情况、家庭氛围等密
切相关。”郭菲指出，有的宝宝本身很难被安抚，对
照顾的要求比较高，哺乳过程可能充满挑战；研究
发现，爸爸的参与对成功哺乳和哺乳妈妈的心理健
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母乳喂养不只是家事，也是国事。为此，需要
建立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母乳喂养
工作机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张
悦研究员介绍，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母婴健康，近年
来，国家加强政策和服务资源整合，在促进母婴健
康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在全社会提倡、
促进和支持母乳喂养也取得一定成效，“我国有7000
多所爱婴医院，占全球爱婴医院的1/3，中国也是全
球拥有爱婴医院最多的国家。”

“促进母乳喂养，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创造一
个更好关爱哺乳妈妈的环境。”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
心杨胜慧副研究员建议，在时间支持上，需要构建
完善生育假期相关的成本机制，用人单位可以结合
实际，采用弹性上下班、居家办公等，为职工的母
乳喂养、子女照护提供便利；在完善服务支持方
面，需要将普惠性托育等纳入基本公共服务，鼓励
有条件的用人单位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在生育资
金支持政策方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完善生
育津贴制度，探索生育补贴制度；创建家庭友好工
作场所，包括持续推进性别平等，鼓励用人单位出
台家庭友好措施，完善家庭友好工作场所多元共建
的机制。

孕育生命，预防微量营养素缺乏

中国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华中
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杨年红教授介
绍，针对育龄妇女和孕妇普遍存在的营养问题，结
合近年新的研究证据，《中国孕妇、乳母膳食指南
（2022）》建议备孕和孕期妇女在一般人群膳食指南
的基础上，遵从新增的6条核心推荐。

杨年红介绍，体重增长是反映孕妇营养状况和

胎儿生长发育的最实用的、直观且经济的指标，孕
期应使体重增长保持在适宜的范围内。孕前体重正
常妇女单胎妊娠时孕期总增重8—14千克比较适宜，
孕前低体重者孕期增重可多一点，而孕前超重或肥
胖者孕期增重应少一些。孕早期胎儿重量增长不
多，孕妇孕早期增重均不应超过2千克。建议准妈妈
从孕早期开始就认真监测体重增长情况，每周至少
称重一次，根据孕前体重选择对应的孕期增重图，
明确自己的孕期增重总目标和各阶段的增长速率，
及时调整膳食和身体活动。

“铁、碘、叶酸和维生素D四种微量营养素对胎
儿的正常生长发育特别重要，一旦缺乏会产生严重
后果，如导致胎儿先天畸形、影响子代智力和体格
发育等。”杨年红强调，备孕和孕期妇女应经常摄入
含铁丰富的食物；选择加碘食盐，每周还应再摄入
1—2次富含碘的食物；建议从孕前3个月开始每天服
用400微克叶酸，持续至整个孕期；没有充足室外活
动时间的妇女要通过膳食补充剂每天补充 10 微克
（4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D。

“部分妇女早孕反应明显，影响进食，此时不必
过分强调平衡膳食，保证基本的能量供应和一定量
谷类食物即可，也不必焦虑紧张，因为备孕期良好
的营养贮备可以维持母体和胎儿在这一时期的营养
需要。”杨年红指出，此时每天摄入不低于130克碳
水化合物，可避免酮血症对胎儿神经系统发育的不利
影响。达不到上述基本进食目标的孕妇，需要就医。

专家介绍，孕中期开始，胎儿生长速度加快，
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素也相应增加。为满足对优质
蛋白质、钙、铁等营养素和能量的需要，孕中、晚
期应适当增加奶、鱼、禽、蛋、瘦肉的摄入。同
时，孕期应进行适宜的规律运动，有助于预防体重
增长过多、愉悦心情和释放压力，有利于自然分娩。

值得注意的是，烟草、酒精对胚胎发育的各个
阶段都有明显的毒性作用，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
严重者引起流产、早产和胎儿畸形。有吸烟饮酒习
惯的妇女必须戒烟禁酒，远离吸烟环境，避免二手
烟的危害。

产后哺乳，妈妈应平衡膳食

“提起母乳喂养，很多人自然会想到哺乳妈妈应
该怎么吃。在‘以婴儿为中心’的氛围中，人们常
常希望哺乳妈妈增加各种食物的摄入量，从而提升
乳汁的营养，实际上，这些做法大多没有科学依据
支持，反而给很多哺乳妈妈带来了心理负担。”中国
营养学会妇幼营养分会主任委员、南京医科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汪之顼教授指出，建议哺乳妈妈不要刻
意为促进乳汁分泌而强行多吃，更不要把自己吃成
胖子，还是要坚持平衡多样化的膳食。

“目前，哺乳期妇女存在的主要营养健康问题主
要表现为膳食结构失衡，食物总量过多，能量摄入
过剩，另外存在微量营养素部分的缺乏。”中国营养
学会妇幼营养分会秘书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杨振宇研究员指出，产妇分娩后可能
会感到疲劳，食欲较差，短时间内可选择较为清淡
稀软易消化食物。乳母整个哺乳期均应坚持食物多
样，注意预防铁、钙、维生素A、维生素D等微量营
养素的缺乏。

“大家非常关心产后如何促进乳汁分泌，需要强
调一点，乳汁分泌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不仅需
要有合理的营养，还需要健康的心理、规律的生
活、充足的睡眠、适宜的身体活动来保证乳汁的分
泌。”杨振宇介绍，在营养方面，推荐乳母对维生素
A的摄入量比一般成年女性增加600微克，建议哺乳
妈妈适当多摄入富含维生素A的食物，每周建议增
加1—2次猪肝或者鸡肝达到推荐摄入量；喝汤或饮
水并不会增加乳汁分泌，但乳汁分泌需要水的摄
入，因此乳母每餐都要保证有带汤食物摄入，但是
不宜喝多油浓汤，婴儿3个月内乳母应避免饮用含咖
啡因的一系列饮品。

产后如何管理体重？杨振宇介绍，合理膳食和
适宜身体活动被认为是产后体重管理最安全和有效
的措施，在产后应循序渐进增加适宜身体活动，剖
宫产术后24小时也应开始下床活动，产乳期以低强
度活动为主，包括日常生活活动、家务、步行、盆
底运动、伸展运动等。

“孕育和哺乳是艰辛的过程，也是一种幸福的体
验。”杨年红强调，怀孕前后身体的各种变化都可能
会影响孕产妇的情绪，孕产妇和家人要积极了解孕
期、哺乳期生理变化特点，学习相关知识，出现不
适时能正确处理或及时就医，遇到困难时多与家人
和朋友沟通以获得必要的帮助和支持。适当进行户
外活动、向专业人员咨询等均有助于释放压力、调
节情绪。同时，家人和社会要多给孕妇一些关爱，
帮助孕产妇愉快享受孕育和哺乳过程。

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天然食物，母乳喂养事关母婴健
康。今年8月1日至7日是第31个世界母乳喂养周。日前，
在中国营养学会举办的世界母乳喂养周主题研讨会暨《中国
孕妇、乳母膳食指南（2022）》发布会上，多位专家剖析制
约母乳喂养的影响因素，深度解读新版孕期妇女膳食指南和
哺乳期妇女膳食指南，呼吁社会各界一起帮助哺乳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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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省海安市墩头镇开展“合理用药、拒绝滥
用”健康科普活动。图为医生正在指导村民如何防止药物
滥用。

周 强摄（人民视觉）

河北省秦皇岛市
妇幼保健院母乳库是
河北省首家公益性质
的母乳库，母乳库以免
费捐赠、免费使用为宗
旨，捐赠的母乳主要提
供给母乳不足的早产
儿和危重儿。截至今
年5月，该母乳库成立
4年来已接受434名爱
心妈妈捐献母乳，已用
于救助 1276 名危重患
儿及早产儿。

图为近日，该院医
护人员使用公益母乳
库的捐乳喂养早产儿。

曹建雄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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