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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城市健康指数2022》公布

推推动动““一城一策一城一策”，”，让城市更健康让城市更健康
本报记者 王美华

城市是人民健康和美好生活的重
要载体，当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
率已达到 65.2%，超过半数人口都住
在城市。《“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把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
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
手”。近日，《清华城市健康指数2022》
公布，我国城市的健康状况发生了哪
些改变？该从哪些方面推进健康城市
建设？课题组和相关专家从研究和对
策角度提供了参考答案。

近3年全国城市健康指
数呈稳步上升态势

自 2020 年 3 月启动以来，“清华城
市健康指数”已连续3年发布多期研究
成果。今年的报告首次实现了对中国
29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全覆盖，通过分
析挖掘与健康相关的时空大数据，形
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城市的“健康画像”。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
院长姜胜耀表示，“清华城市健康指
数”基于多源大数据，构建了可度
量、可比较、可落地的城市健康水平
评价标尺。课题成果可协助各级政府
在健康问题上研判发展趋势、塑造独
特优势、提升治理效能，为健康城市
建设的“中国方案”提供智力支撑。

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
高级研究专员李栋介绍，《清华城市健
康指数 2022》（以下简称“指数”）是基
于2021年的数据信息开展中国城市健
康水平的综合测评，设计了六大评价
版块（健康服务、健康产业、健康行为、
健康设施、健康环境、健康效用），包
含 17 个评价领域 （二级指标） 和 39
项评价项目 （三级指标）。

结果显示，近 3 年全国城市健康
指数呈稳步上升态势，引领级、优质
级城市数量持续增加，追赶级和发展
级城市数量逐渐减少。大城市健康指

数整体优于中小城市，但中小城市指
数增速较快。北京、上海、杭州、南
京、深圳位列大城市组的前五名，珠
三角、长三角城市群的人群健康水平
优势显著。

不同评价版块的结果各有特点，
如大城市的健康效用指数呈现“东高
西低”。李栋解释，“健康效用”主要
纳入 3 项指标：传染病防控、慢病管
理、体质水平，存在地域差异的主因
在于居民体质达标水平，华南、西南
城市居民体质水平还需重点提升。在
健康服务方面，北京市和长三角、长
江中游、珠三角地区城市健康服务水
平较高。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
城市优势体现在基本医保住院费用实
际报销比；北京市、长江中游地区城
市优势则体现在人均政府卫生健康支
出上。

养老设施不足的短板亟
待弥补

近 3 年来，中小城市健康指数增
速较快，与大城市差距逐渐缩小。湖
州、衢州、威海、黄山、本溪位列中
小城市组前五名。整体看，中小城市
健康水平表现相对平均，有三成还处
于落后状态；从地理分区来看，东部
地区中小城市平均分数第一，且增速
第一。

健康环境是中小城市的优势，排
名靠前的城市主要有三亚、景德镇、
林芝、龙岩、防城港等34座城市。

社区是城市居民健康的最基本保
障单元。居民在社区中的生活行为、
社区卫生服务等都是重要的健康影响
因素。李栋介绍，课题组通过对连续
5 年覆盖全国的健康设施大数据进
行分析，评估了全国约71万个社区周
边 1 公里内拥有的医疗设施、养老设
施、体育设施和公园情况，从而衡量

社区健康设施完整性是否达标。
从全国来看，大城市、东北城市的

社区健康设施完整性较高，东北城市
健康设施完整的社区占比为 47.54%，
高于其他地区。虽然近5年大城市、中
小城市社区健康设施完整性均呈现改
善趋势，但仍有约 58%的社区存在“最
后一公里”问题。在健康设施不完整
的社区中，绝大部分社区缺乏养老设
施 （94.7%），而缺乏公园设施、体育
设施、医疗设施的社区占比均呈稳步
下降态势。

“举例说，北京已经进入中度老
龄化社会，养老设施数量虽然逐年增
加，但增量设施集中在中心城区，且
依然布局在成熟完善的社区周围，
2019至 2021年北京每 3个新增的养老
设施中，只有1个建设在健康设施不完
善的社区周边。”李栋说，在这种情况
下，单纯靠市场调节机制难以填补
短缺，需要政府多加引导，并对社会
化养老机构制定针对性的激励措施。

“城市健康的研究和其他城市研
究最大的不同，在于城市健康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的评价理念，更要推动

‘一城一策’‘因城施策’的城市健康差
异化发展模式。”李栋表示，改善城市
健康状况不仅是医疗机构、市政设施
的简单组合叠加，更是一套通过信息
串联，提供整体性、长期性公共健康
服务的城市级保障系统。因此，理想
的城市健康评价指标不应该是固定不
变的，而应随着目标、需求、信息资
源和发展阶段的变化合理更新，才能
发挥好对政策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监测评估的重要作用。

健康让城市更有吸引力

在 《清华城市健康指数 2022》 城
市排名中，北京市、成都市分别位居

全国第一名和中西部地区第一名。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爱卫处处长汤

伟民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居
民主要健康问题，北京市深入推进健
康北京行动，全方位全周期提供健康
服务，保障群众健康，居民健康水平
显著提高。户籍居民平均期望寿命由
2017 年 的 82.15 岁 增 长 到 2021 年 的
82.47岁，居民婴儿死亡率由 2017年的
2.29‰下降到2022年的1.26‰，孕产妇
死亡率由 2017 年的 5.68/10 万下降至
2022 年 2.97/10 万，主要健康指标达
到高收入国家水平。

“‘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
福成都’，这句话不只是成都市民的共
识，还吸引着越来越多外地人流入成
都。”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黄辉
说，因为健康，成都的吸引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

黄辉介绍，成都深入贯彻落实“健
康中国”战略，从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公园城市示范区高度统筹健康城市
工作：规划先行营造健康城市优美环
境，包括加快呈现城市大美形态、稳
步提升城市居住环境、创新打造城市
健身场景；改革驱动升级健康城市服
务体系，包括推进“三医联动”系统集
成改革、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推
动健康服务业快速发展；万千细胞筑
牢健康城市坚实基础，包括夯实健康
城市建设基础、推动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着力培养全民健康意识。

“目前，成都市绿道里程达 1.7万
公里，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健
身的新场景。”黄辉说，2022年成都利
用城市“剩余空间”打造了109个“社区
运动角”，全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2.52平方米。2022年，成都全市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达到 32.9%，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比例达 42.4%，累计建成健康
街道（镇）145个、健康社区（村）515个、
健康单位901个、健康家庭近万个。

每年春季是甲流的高发季节，如何科学
认识并预防甲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
行了解答。

“甲流”是什么？
“甲流”是甲型流感的简称，是由甲型流感

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流感病毒按其核心蛋白可分为甲、乙、

丙、丁四种类型。在人群中呈季节性流行的
流 感 病 毒 是 甲 型（甲 型 H1N1 亚 型 和 甲 型
H3N2亚型）和乙型（Yamagata系和Victoria系）
流感病毒。相较于乙型流感病毒，甲型流感病
毒在自然界中的宿主众多，更易发生突变或重
配，造成其在人群中快速传播，历史上多次大
规模暴发的流感都与甲型流感病毒有关。近
期我国多地出现的流感活动水平上升就是由
甲型流感病毒中的甲型H1N1亚型所致。

流感通过什么途径传播？
流感患者和隐性感染者是季节性流感的

主要传染源。流感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
也可以通过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
间接接触传播。

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品也可能引起感染。
在人群密集且密闭或通风不良的房间

内，也可通过气溶胶的形式传播。
得了流感会有哪些症状？
流感起病急，大多为自限性。主要以发

热、头痛、肌痛和全身不适起病，体温可达
39℃—40℃，可有畏寒、寒战，多伴肌肉关节酸
痛、乏力、食欲减退等全身症状，常有咽喉痛、
干咳，可有鼻塞、流涕、胸骨后不适、颜面潮红、
眼结膜充血等。部分患者症状轻微或无症状。
轻症流感常与普通感冒表现相似，但其发热和
全身症状更明显。重症病例可出现病毒性肺
炎、继发细菌性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休
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等
肺外表现及多种并发症，甚至死亡。

得了流感，应该怎么治疗？
一般患者在出现症状后，建议居家休

息，保持房间通风。充分休息，多饮水，饮
食应当易于消化和富有营养。尽量减少与他
人接触，以避免传染。治疗重点是缓解发
烧、咳嗽等流感样症状，应密切观察患者病
情变化，一旦出现持续高热，伴有剧烈咳
嗽、呼吸困难、神志改变、严重呕吐与腹泻
等重症倾向，应及时就诊。

5岁以下儿童、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妇或肥胖者更容易
出现严重并发症，应尽快就医、尽早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病
毒药物，使用抗生素和激素对流感病毒无效。

家中出现流感患者怎么办？
1. 建议患者居家休息。尽量单间居住，保持房间通风，减

少与共同居住者的接触机会。
2. 患者需注意个人卫生。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咳

嗽和打喷嚏时应使用纸巾、毛巾等遮掩口鼻。
3. 密切观察患者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一旦患者或其他

家庭成员出现持续高热，伴有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神志改
变、严重呕吐与腹泻等重症倾向，应及时就医。患者去医院就
诊时，患者及陪护人员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4. 尽可能由相对固定的一名非流感高危人群的家庭成员照
顾、接触患者，近距离接触患者时应佩戴口罩。家庭成员尤其
是流感高危人群应尽可能避免与流感患者密切接触。

如何科学预防流感？
1. 做好个人防护
日常注意保持手卫生和咳嗽礼仪等良好卫生习惯。
在流感流行季节，尽量避免去人群聚集场所，避免接触有

呼吸道症状的人员，如必须接触时应做好个人防护。
若出现呼吸道症状，应居家休息，进行健康观察，不带病

上班、上课；尽量避免近距离接触家庭成员，如须接触时应配
戴口罩；打喷嚏或咳嗽时应用手帕或纸巾掩住口鼻，避免飞沫
污染他人，减少疾病传播。前往医院就诊时，患者及陪护人员
需要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2. 保持环境卫生
保持居所清洁通风，对门把手、扶手等重点部位定期清洁与

消毒。
3. 加强集体单位健康监测
学校和托幼机构应加强校内晨午检和全日观察。出现流感

样病例时，患者应居家休息，减少疾病传播。
如发生聚集性疫情，应配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4. 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流感季来临

前是接种的最佳时期。对于尚未接种流感疫苗的孕妇、老年
人、慢性病患者、低龄儿童等高风险人群，在流感疫苗可及的
情况下尽快进行接种，仍能起到很好的预防保护作用。

（申 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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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彭韵佳、沐铁城） 国家医保局 9 日发布
《2022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快报》显示，2022年，我国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含生育保险）总收入、总支出分别为 30697.72 亿元、
24431.72亿元，年末基金累计结存42540.73亿元。

统计快报从参保人员、医保基金收支情况、疫情防控、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等多个方面介绍2022年医保基金相关情况。

在参保人员方面，统计快报显示，截至2022年底，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数 134570万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 95%以上。其中，参加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36242万人，比2021年底增加811万人，同比
增长 2.3%。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98328万人，比 2021年
底减少2538万人，同比下降2.5%。

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持续做好医疗保障和新冠病毒疫苗及接
种费用保障工作，指导地方按规定支付看病就医时核酸检测费用，
2022年医保基金支付核酸检测费用43亿元。2021年至2022年，全国
累计结算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费用1500余亿元，包含医保基金和财
政补助。

统计快报显示，截至2022年底，住院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
构数量为 6.3 万家；普通门诊费用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 8.9 万家，
跨省联网定点零售药店 22.6万家。实现每个县至少有一家定点医疗
机构能够提供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实
现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
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统筹地
区全覆盖。

健康连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关系国家民族
的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保障
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健康中国
建设驶上“快车道”，人民健康得到全方位保
障，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守护好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本报健康版今起开设“健康
中国奋发有为”栏目，多角度展示中国在健康
领域的新发展、新成就，敬请关注。

健康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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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转暖，万物复苏，神州大地一派美丽春景。人们纷纷来到户外赏春景、放风筝，感受春天的气息。
图①：近日，游客在浙江宁波植物园踏青游玩。 郑凯侠摄（人民视觉）
图②：3月13日，江苏省海安市南莫镇中心小学学生在油菜花田里快乐地放风筝。

翟慧勇摄（人民视觉）
图③：3月12日，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盘江水库湿地公园，小朋友们在玩耍。

黄春涛摄（人民视觉）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