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909

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与人民健康福祉息息相关。2021 年 5
月，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以下简称“国家疾控局”） 正式挂
牌成立，标志着我国公共卫生体系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两年多
来，中国的疾控体系建设有哪些新变化？疾控工作有哪些比较
重大的进展？在遏制重大传染病方面面临怎样的情况？日前，
国家疾控局局长王贺胜做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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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百花盛开，是家长带
着孩子踏青春游的好时机。可是空气
中花粉的增多，让不少花粉过敏的儿
童苦不堪言。近日，北京中医医院儿
科门诊迎来了一波小患者就诊高峰，
许多孩子因过敏性鼻炎饱受流涕、鼻
塞、鼻痒等症状的困扰。

“春季过敏症最常见的就是过敏
性鼻炎。”北京中医医院儿科副主任
医师丁丹丹介绍，过敏性鼻炎是指
鼻子接触外界过敏原所产生的免疫
反应，出现的一些临床症状包括反
复发作的鼻痒、打喷嚏、清水鼻
涕、鼻塞等。

如何区分过敏性鼻炎与风寒感
冒？丁丹丹提醒，对于急性发作的
鼻塞、流清涕、喷嚏，可以先休
息、居家观察是否继而出现发热、
咽痛、咳嗽、呕吐、腹泻等不适
症状，如出现上述表现应及时就医
处置；如仅有鼻塞、流清涕、喷嚏
等症状，症状每天出现且超过 1 周，
可尝试按过敏性鼻炎处置。家长如
带孩子去儿童专科医院就诊，可挂
耳鼻喉科；如有多系统过敏表现，
也可挂变态反应科或中医科；如到
综合医院就诊，建议挂儿科。

“从过敏性鼻炎患病率上来讲，
儿童与成人大体持平，但儿童免疫
力和抵抗力相对较弱，平时更应该
注意防护和治疗。”丁丹丹介绍，过
敏性鼻炎分为季节性和常年性。季
节性过敏性鼻炎的常见过敏原为花
粉，在花粉播散的时间区间内，患
者会有非常明显的症状，晴朗、微
风且气温较高时愈加明显，待花粉
期过去后症状则逐渐消失。常年性
过敏性鼻炎的常见过敏原包括尘
螨、霉菌、蟑螂、动物皮屑等，症
状的轻重与所处环境中过敏原的浓
度相关，也可能诱发过敏性哮喘等
的发生。此外，遗传因素也是过敏
性鼻炎的重要病因之一。有研究发
现，大多数过敏性鼻炎患者有一级
亲属发病的家族史。

“过敏性鼻炎的成因复杂多样，
且经常与其他呼吸道疾病，如支气
管哮喘、过敏性结膜炎、慢性鼻窦炎及睡眠障碍等症状
并存。”丁丹丹介绍，其中，过敏性鼻炎对睡眠的影响
尤为显著。

“部分儿童患者因过敏性鼻炎导致鼻塞，晚上鼻子堵
到睡不着觉，这时家长可考虑采用中医疗法来寻求缓
解。”丁丹丹指出，中医注重辨证施治。过敏性鼻炎在中
医中被称为鼻鼽，其发病机制普遍认为与肺经风寒、肺
经伏热、肺脾气虚、肺肾阳虚等因素相关，因此中医药
的治疗多从调理肺部入手，同时兼顾脾、肾。治疗时需
根据患者的寒、热、虚、实等体质状况进行辨证施治。
对于虚实夹杂、寒热并存的情况，中医会采用寒热药并
用、补泻兼顾的方法。在发作期，治疗以消风通窍、攻
邪治标为主；而在间歇期，则以补虚固表、扶正治本为
要。需要强调的是，过敏性鼻炎的治疗需要持续较长时
间，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找出过敏原、远离过敏原，是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好
方法。”丁丹丹建议，花粉过敏患者应关注当地的花粉信
息预报，在花粉大量播散期间尽量居家并关闭门窗，外
出时佩戴防护口罩和防护眼镜。对于尘螨过敏患者，建
议室内温度保持在 20—25 摄氏度，相对湿度保持在
50%；尽可能定期使用除螨设备清理床垫、床单、被褥和
枕头等。

建成20支突发急性传染
病防控队

监测预警更加灵敏、应急处置更加
有效、技术手段更加先进、综合监督更
加有力、科普宣教更加接地气——在十
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民生主题记者
会上，王贺胜用五个“更加”总结了国家
疾控局成立以来在疾控体系建设方面
取得的成绩。

在监测预警方面，王贺胜介绍，
国家疾控局从健全制度机制、拓展监
测渠道、规范评估预警、提升专业能
力等方面持续发力，建立健全智慧化
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拓展
形成了哨点医院监测、病毒变异监
测、城市污水监测等 10 个子系统，强
化了部门间信息通报和数据共享，为
提前预判疫情流行态势，提早部署、
有效应对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应急处置方面，“全国已建成
20 支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不
管哪个地方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都能第一时间派出国家队支援。”王
贺胜介绍，去年 12 月甘肃积石山地震
发生后，甘肃和青海承建的 3 支国家
队立即赶到灾区，协助和指导开展临
时安置点的环境消毒杀菌、传染病监
测、风险评估、饮用水监测等工作，
助力实现灾后无大疫。“我们还将新
建 5 支国家队，并且在全国所有市、
县建设基层应急小分队，进一步提高
传染病应对处置的能力和水平。”王
贺胜说。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网络
直报系统，平均报告时间从5天缩短到
4 个小时；国家层面建立了 72 小时内快
速鉴定 300 种病原体的技术体系；建立
全国电话流调系统，启用“95120”专用流
调号码，有效提升流调工作效率……王
贺胜介绍，我国充分利用最新科技成
果和信息技术，提升防控的科学性和
精准性。

与此同时，国家疾控局持续加强
卫生健康综合监督体系建设，提高基
层执法信息化水平，推进实现智能化
监管，不断提升监督执法能力；开展
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对医
疗机构传染病防治、公共卫生等与公
众健康息息相关的领域，持续加大监
督检查力度。去年，全国累计开展监
督检查 430 万次，及时查处违法行为，
有效维护群众的健康权益。

在科普宣教上，据介绍，国家疾
控局持续开展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结
合公众关心的传染病防控、高温热浪
等极端天气、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
重要节假日疾病防控等热点话题，及
时主动发布指引指南和健康提示，组
织专家宣传解读，有效回应社会关
切，推动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
保护意识，努力营造群防群控的良好
社会氛围。

多种传染病发病率降至
历史最低

中国疟疾感染病例减少至零；结
核病的发病率稳步下降，成功治疗率
保持在90%以上；麻疹、乙脑、流脑等
疫苗可预防的多种传染病发病率降至
历史最低水平；包虫病、蛔虫病等重
点寄生虫病疫情明显下降，全面迈向
控制或消除的新阶段……一系列数据
显示，中国在遏制重大传染病、改善
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传染病防控关系人民群众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和
国家安全稳定。王贺胜介绍，继消灭天
花、消除丝虫病、脊髓灰质炎、新生儿破
伤风之后，经过不懈努力，2021 年中国
又消除了疟疾，结束了这一严重危害人
民健康的重点传染病肆虐千年的历史，
在中国公共卫生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也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世界
卫生组织发布新闻公报称，中国疟疾感
染病例由1940年的3000万减少至零，是
一项了不起的壮举。

“目前，艾滋病、结核病、乙肝、
丙肝、血吸虫病等重大传染病都得到
有效控制。”王贺胜介绍，艾滋病经输
血和血制品传播基本阻断，母婴传播
和注射吸毒传播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感染者抗病毒治疗成功率达到 95%以

上，艾滋病疫情整体处于低流行水
平；病毒性肝炎新发感染者数大幅减
少，通过实施国家免疫规划，普及乙
肝疫苗接种，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感
染率控制在 1%以下，保护了数以千万
的儿童免于感染。

“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新发突发传
染病发生风险仍然持续存在，巩固传
染病防控成效的任务仍然艰巨，防控
形势依然严峻。”王贺胜表示，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继续做好重点
传染病防控”，国家疾控局将认真贯彻
落实，不断总结经验，完善防控体
系，优化防控策略，巩固提升防控成
效，最大程度降低传染病对人民群众
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积极防范应对可能的“X
疾病”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就“X 疾病”暴发的可能性发出警告，称
新的病原体和流行病的暴发“只是时间
的问题，而不是是否会暴发的问题”。

如何防范“X疾病”可能带来的危害？
王贺胜表示，所谓“X 疾病”，并

不代表某一种具体的疾病，而是由未
知病原体引发，可能导致全球大流行
的传染病。“X 疾病”最主要的特点是
高致命、传染快、易变异，它的发生
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很难
对“X 疾病”的病原体以及发生的时

间、地点来进行预测。各国专家普遍
认为，受全球气候加速变化、人类活
动范围不断扩大、病原跨物种传播频
繁发生等因素影响，由“X疾病”引发
全球大流行的风险在持续增加。

“虽然‘X 疾病’的发生很难避
免，但由此引发的大流行是可以防范
和应对的。”王贺胜表示，国家疾控局
将认真总结借鉴新冠疫情的防控经
验，会同相关部门提前谋划，打好主
动仗，以准备工作的确定性应对传染
病大流行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坚持
依法防控，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平急转
换的工作机制；二是建立健全多渠道监
测预警体系，强化传染病风险评估，提
升早发现能力；三是建立健全应急预案
体系，加强应急队伍演练，做好相关物
资储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四是建立
健全科学防控体系，加大科研投入，推
进传染病大流行的前瞻性研究，提升科
技支撑能力；五是建立健全群防群控体
系，完善部门联动机制和基层治理机
制，广泛开展科普宣教，全面提升公众
健康意识和疾病防控能力水平。

“传染病流行没有国界，防范应对
全球传染病大流行需要国际社会共同
努力，携手同行。”王贺胜表示，疾控部
门将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推动
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其他
国家的合作，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疾控体系建设实现五个“更加”

中国筑牢织密公卫防护网
本报记者 王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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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江苏省宿迁市泗
阳县近年来推进老年
大 学 建 设 ， 开 设 书
法、舞蹈、绘画、淮
海戏等 11 个专业特色
课程，更好满足精神
养老需求。

图为泗阳县老年
大学的学员正在学习
舞蹈。
裴 成摄（人民视觉）

老年大学
多彩生活

据新华社电 （记者彭韵佳）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了健康照
护师 （长期照护师） 国家职业标准。这是我
国首个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对长期照
护师的职业技能等级、职业培训要求、职业
道德等进行规范。

新颁布的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明
确，年满 16 周岁、对长期照护工作感兴趣均
可申报，无性别和学历要求。同时，相关职
业均可通过规范培训合格后申报相应等级长
期照护师的职业认定。

作为新职业工种，长期照护师是适应长
期护理制度发展而设立，是指运用基本生活
照料及护理知识、技能，在家庭、社区、养
老机构、医疗机构等场所，为享受长期护理
保险待遇人员等人群提供基本生活照料及与
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功能维护、心理照
护等服务的从业人员。

国家医保局医药管理司负责人介绍，目
前，全国 49 个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城市参
保覆盖约 1.8 亿人，累计超过 235 万人享受待
遇，提供服务的定点护理机构约 8000 家，护
理人员接近30万人。

根据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长期照护
师分为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
三个等级。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
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初级照护师职
业功能分为生活照护、基础护理、应急处置、功
能维护四部分；中级照护师分为生活照护、基
础护理、对症护理、功能维护、心理照护五部
分；高级照护师分为基础护理、疾病护理、功能
维护、心理照护四部分。

接下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
在组织开展长期照护师培训大纲开发、提高
长期照护师社会认可度、完善专业建设和创
新培养模式等方面开展相关工作。

我国发布首个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