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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全民肥胖防控意识，由
全国爱卫办、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
指导，中国家庭报社、健康中国行
动肥胖防控联盟主办的 2023 年度

“健康城市 健康体重”肥胖防控主题
系列活动启动会近日在京举办。

“‘健康城市 健康体重’活动已
经纳入健康中国行动工作要点。”全
国爱卫办副主任、国家卫健委规划发
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在致辞中
表示，在健康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
把健康体重等健康生活方式作为重
要抓手，特别是要持续加大肥胖防控
的工作。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调
查报告（2020年）》数据显示，中国有
超过一半的成年人超重或肥胖。居
民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仍然普遍存
在，膳食脂肪供能比持续上升，家
庭人均每日烹调用盐、用油量仍远
高于推荐值。同时，居民在外就餐
比例不断上升，身体活动不足问题
普遍存在。

“肥胖属于慢性、易复发、进行
性疾病，会引发一系列身心健康问
题。”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副部长奉
朝晖介绍，2022 年国家卫健委开展

“健康城市 健康体重”肥胖防控活
动，全国妇联发起“健康体重 母亲
行动”线上主题活动，取得了一定成
效。下一步，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
将继续加强与全国爱卫办的沟通与
合作，共同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普
及运动健身、合理膳食、健康体重管
理等知识，引导广大妇女带动家庭
成员提高肥胖防控意识、养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居民
超重和肥胖问题，积极加强相关领
域的防控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强化
超重、肥胖的源头治理和综合干
预。”国家卫健委医疗应急司公共卫
生医疗管理处处长黄欣介绍，未

来，将进一步强化政府主导、部门协
作、社会动员、全民参与的策略，
切实强化关口前移，预防为主，充
分发挥基层组织、社区、家庭、企
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对慢性疾病、
肥胖防控的预防早筛作用，创造良
好的健康支持环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健康研究所研究员何丽介绍，蛋白
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作为人体能量
主要来源的三大营养素，对减重同样
重要：优质蛋白质在减重过程中不可
或缺；要控制主食的摄入，但不能
完全不摄入碳水化合物，而是要用
杂粮、杂豆等既补充能量又能长时
间有饱腹感的食物替代；每一餐摄
入不同食物的顺序有讲究，建议先
饮用少油少糖的汤，再食用叶菜，
然后摄入肉类，最后吃主食。

“可以说肥胖是‘万病之源’。”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健康

管理中心主任郑华光介绍，肥胖会
通过影响血脂、血压和血糖以及其
他分泌物来增加心肌梗死、心衰、
脑卒中和认知障碍的发生率。临床
研究发现，肥胖儿童从 8 岁起就可
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脂纹期，而通过
合理膳食和均衡运动减重，能够减
轻身体负荷，有效逆转早期糖尿病
向糖尿病的转化，减少心脑血管疾
病的发生。同时，身体不肥胖但是
内脏“肥胖”也是危险的，因此呼吁
早防早治、精准治疗理念，建议从
中青年期开始培养健康生活方式，
这将对老年期的健康产生至关重要
的影响。

活动现场，《城市人群健康体重
指数报告》 编写工作启动。健康中
国行动肥胖防控联盟和报告编写专
家组表示，将以深入的调研和翔实
的数据，为实施肥胖防控策略、完
善健康体重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的最理想
效果是一次根除成功，而幽门螺杆菌
对抗生素的耐药却像‘拦路虎’，会导
致根除治疗失败。”中华医学会消化病
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周丽雅表示，近年
来幽门螺杆菌的耐药率呈上升趋势，
甚至发生二重、三重或更多重耐药。
江苏省泰州市实施的“健康惠民一号
工程”，对区域内12万居民开展了Hp
感染与耐药调查，打造区域 Hp筛查
的样板。

“幽门螺杆菌其实是人类的‘老熟
人’，与人类共存了几万年。”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胰胃外科病区主任田
艳涛表示，根除幽门螺杆菌是公认的
预防胃癌最为重要的可控手段。坚持
预防为主的方针，把预防胃癌的关口
前移至 Hp的筛查诊断与根治上，是
打败幽门螺杆菌这种“万年老病菌”
的可靠办法。

泰州数据显示未成年人
感染率持续上升

本次发布的 《我国 12 万人幽门
螺杆菌筛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基
于江苏省泰州市“健康惠民一号工程”
的筛查检测结果，是国内首次通过粪
便 Hp核酸检测技术开展的大规模人
群Hp感染与耐药情况调查。

报告显示，受检的 12 万人群整
体阳性率为 40.11%。分析人群年龄
分层的阳性率情况可见，10 岁以下

阳性率 17.45%，11—20 岁阳性率为
27.03%，提示生活在家庭场景下的未
成年人的感染率持续上升；从21岁开
始，阳性率显著上升至 39.81%，30—
70岁各年龄段的阳性率在 39%—44%
之间，提示普通人从步入社会开始，
就应该重视 Hp检测治疗及分餐等生
活方式的养成。

在耐药率方面，总体人群对克拉
霉素的耐药率为 53.77%，喹诺酮类
抗生素 （如左氧氟沙星） 的耐药率为
51.57%，呋喃唑酮的耐药率为7.70%。

“健康惠民一号工程”由江苏省泰
州市政府牵头，医药高新区、高港区
组织实施，在全国率先发起并落地实
施12万人份粪便Hp核酸筛查。江苏
康为世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检测技术支持。

泰州市副市长叶冬华表示，“健康
惠民一号工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免费开展大规模的筛查检测，实
现疾病预防和早诊早治，防止因病致
贫和因病返贫，减轻医保压力。同时，
引导技术先进的科技企业更好地发
展，摸清辖区内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人
群比例、耐药情况，发现潜在胃肠疾病
的发生率，为更好地守护群众健康奠
定基础。

为使更多地区的幽门螺杆菌感染
高危人群获益，“全国防幽耐药地图”
科研项目于发布活动现场正式启动。
该项目拟将泰州 Hp筛查防治经验推
广至全国，联合全国各地千家医院，
通过粪便 Hp核酸检测技术开展覆盖

更广泛人群的 Hp 感染+耐药一站式
筛查检测，积累幽门螺杆菌感染和耐
药相关科研数据。

首战即决战，以治疗为
导向做筛查

“目前国际上的共识是，如果不
存在抗衡因素，就应该进行 Hp根除
治疗，而耐药导致根除治疗 Hp的成
功率下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消化内
科主任医师王蔚虹指出，基于药敏检
测结果来进行临床精准治疗，根除效
果理应高于经验性治疗。

药敏检测方法主要分为2种：一
种是通过做胃镜，取胃黏膜标本，在
体外进行细菌培养；另一种是通过分
子生物学的方法，以粪便或胃黏膜组
织为样本，通过检测幽门螺杆菌的基
因突变，从而推测其表型是否耐药。

专家介绍，细菌培养的方法，在
临床实际上存在一定困难，培养的阳
性率仅能达到 60%—70%，意味着会
有一些患者做了胃镜检查，取了组织
样本，最终细菌培养不出来，无法进
行下面的药敏检测。同时，人们对胃
镜存在畏惧、依从性不足，还有一些
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接受内镜检查存在
其他风险，这些都是细菌培养进行耐
药检测技术现实的困境。

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可以避开传统
药敏检测的细菌培养。粪便检测是分
子生物学的检测方法之一，不仅避开

了细菌培养耗时费力的问题，也避开
了做胃镜检查。本次泰州“健康惠民
一号工程”所使用的粪便 Hp 核酸检
测技术，就属分子生物学方法。

“泰州这个研究，可能对今后幽
门螺杆菌治疗有重要的提示。”王蔚
虹表示，通过粪便来进行检测感染，
同时检测耐药，就可以在首次治疗
的时候做到更加精准，达成我们一
直期望的 Hp根除治疗“首战即决战”
的目的。

“ 准 确 判 断 Hp 感 染 与 耐 药 情
况，能极大提升临床诊疗效率。”泰州
市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内镜中心主
任杨斌表示，幽门螺杆菌根除治疗的
个性化和规范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从群体角度看，规范抗生素应
用，可减少抗生素耐药率；从个体角
度看，选择合适抗生素，能提高抗生
素敏感性。

以家庭为单位，检测和
治疗幽门螺杆菌

幽门螺杆菌作为一种可在家庭成
员之间传播的致病菌，还可导致消化
系统内/外的疾病，包括消化性溃
疡、慢性活动性胃炎、不明原因缺铁
性贫血、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维生素B缺乏症等。

《第六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
理共识报告》提出，家庭成员共同治
疗可阻断幽门螺杆菌在家庭中的传

播，有助于减少根除后的再感染。
《中国居民家庭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防
控 和 管 理 专 家 共 识 （2021 年）》指
出，儿童在家庭内部被感染主要发生
在 12 岁前；父母均感染幽门螺杆菌
者，子女感染率为69.34%。

“筛查和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
是每一个家长应该重视的问题。因为
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主要发生在儿童和
青少年时期，发生在成年后的相对较
少。”田艳涛说。

近年来，国内外的临床观察发
现，在高达4%-10%的儿童、青少年
幽门螺杆菌感染者的胃黏膜组织中发
现了病理性癌前病变，提示在感染率
较高的地区，儿童和青少年胃黏膜癌
前病变的发生可能比人们想象的更
早、更普遍。

“有儿童的家庭，成人是应该检
测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防癌
科副主任张凯表示，应重视以家庭为
单位防控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理念，

“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幽门螺杆菌感染
率降到 10%左右，当他们到了 50 岁
以后的胃癌高发年龄阶段，我们国家
整体的胃癌发病率一定会降低。”

幽门螺杆菌筛查检测进
入2.0时代

张凯表示，随着泰州 12 万人数
据的发布及耐药检测新技术的出现，
幽门螺杆菌筛查检测开始进入 2.0时

代——不但可以居家检测，还可以通
过一种方法一步确定两件事：是否感
染；是否有耐药、耐什么药。

“检测是为了治疗，如果这一步
能完全满足这两个条件，那对我们
以后进行干预可能有巨大的助力。”
张凯说。

通过一份粪便样本进行 Hp 感
染+耐药的测定，是技术研发领域一
直想实现的突破。此前在技术层面上
有2个难题未能解决：一是粪便中的
Hp-DNA 极易降解，粪便离开人体
后，室温储存超过 15 分钟，粪便中
微生物显著变化，核酸发生降解；二
是粪便样本中成分复杂，如胆盐、胆
色素、胃肠道消化液、纤维、蛋白质
等大量杂质，可能影响测定的灵敏
度。在粪便样本的 DNA 提取过程
中，PCR 反应的抑制物难以快速且
有效去除。

“我们在研发上突破了这两个难
点：在粪便核酸保存方面，可实现2—
37摄氏度常温条件下，粪便样本稳定
保存至少 60 天，使‘居家取样—样本
邮寄—实验室检测’的模式成为可
能。同时也解决了粪便核酸提取过程
中去除反应抑制物的问题，实现了Hp
检测灵敏度 96.7%、特异性 96.27%。”
康为世纪董事长王春香介绍，基于这
些专利技术，国内首创的粪便 Hp核
酸检测技术应运而生，并已获批三类
医疗器械许可证，正逐步在医院、体
检及个人健康管理、流行病学调查等
多元场景中得到应用。

在中国，胃癌的发病数量与死亡数量在恶性肿瘤中
均位列第三。幽门螺杆菌（Hp）是胃癌的I类致癌因子、
明确致癌物。2022年发布的一项分析发现，中国幽门螺
杆菌感染率约为44.2%，全国约共有5.89亿人感染。临
床共识认为，根除幽门螺杆菌可有效地降低胃癌发生
风险。

“2023全国无幽日《我国12万人幽门螺杆菌筛查报
告》发布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上，应用粪便Hp核酸检
测技术的“全国防幽耐药地图”科研项目同步启动。

根除幽门螺杆菌，降低胃癌发病率

““无幽无幽””方可无忧方可无忧
本报记者 熊 建

健康视线健康视线 健康营养 伴我成长

近期，江苏省昆山市为新就业群体提供一批暖心服务，包括急救技能培训、预约就诊服务和含有幽门螺杆菌检
测在内的一些免费健康服务。

图为外卖、快递人员在昆山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免费幽门螺杆菌检测。 陆 恒摄 （人民视觉）

2023年度肥胖防控主题系列活动启动会在京举办

管理体重，享受健康人生
本报记者 王美华

5月15日—21日是
第 9 届“全民营养周”，
今年的主题是“合理膳
食，食养是良医”。同
时，5 月 20 日是第 34 个
中国学生营养日，今年
的主题是“科学食养，助
力儿童健康成长”。各
地近日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活动，引导孩子从小
养成健康饮食、均衡营
养的生活方式。

图为5月16日，山
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实验
幼儿园，师生在制作水
果拼盘。

刘智峰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董瑞丰、田晓航）
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近
日宣布今年将在河北省邯郸市、广东省广州市
等20个地市开展第二批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试
点项目，大力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

以“倡新时代婚育文化 助家庭和谐幸福”
为主题的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主题宣传活动近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中国计生协在活动期
间公布了上述消息。

“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在降低生育、养
育、教育成本的同时，应大力推进新时代婚育文
化建设。”主题宣传活动上，中国计生协常务副
会长王培安说。

王培安表示，近年来，中国计生协全面落
实宣传教育、生殖健康咨询服务、优生优育指
导、计划生育家庭帮扶、权益维护和流动人口
服务等 6项重点任务，广泛动员百万基层组织
和数千万会员、志愿者，创新工作方法，提供
多层次、精准化、有温度的群众性宣传服务，
为倡导新时代婚育文化、促进家庭健康幸福做

出了积极努力。
践行积极的婚恋观、家庭观、生育观，倡导

健康文明的婚俗文化，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活动现场，多位专业人士畅谈如何积极
推进新时代婚育文化建设。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副司长杨金瑞表
示，要高度重视人口发展工作，完善生育支持
政策体系，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广东省卫
健委稳妥有序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健全人口服务管理制度，加快构建全方位
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取得积极成效。

该主题宣传活动还向全社会发出新时代婚
育文化建设倡议书，号召广大家庭和青年朋友
们携起手来，共同营造生育友好社会氛围，谱
写幸福美好生活新篇章。

此次活动由国家卫健委指导，中国计生
协、共青团中央主办，广东省卫健委、广东省
计生协、共青团广东省委承办。除现场活动
外，全国各级计生协及会员群众约1000万人次
线上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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