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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50年前出生的那一代人相比，今天出生的中
国人预期可以多活 30 多年。而且，中国只用了发达
国家一半的时间就取得这样的成绩。”世界银行、世
界卫生组织和中国财政部、国家卫计委、人社部“三
方五家”，去年在一份医改研究报告中这样描述中国
医疗卫生事业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健康水平的主要指
标是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这三
大指标。近年来，中国人人均预期寿命大幅提升，婴
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大幅下降，居民健康水平总
体处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一家海外媒体评论
说：“中国用较少的投入获得了较高的健康绩效，创
造了巨大的‘健康红利’。”

人均预期寿命增至76.34岁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健康水平的重
要指标。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均期望寿命只有35
岁，到了 1978 年是 68.2 岁。2015 年，中国居民人均
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比1960年增长32.99岁。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从各地情况看，上海、
北京等地的人均预期寿命均已超过 80 岁，人均预期
寿命超过 70 岁的有 26 省 （市、区） 。值得一提的
是，从 2012 年开始，中国香港成为世界上人均预期
寿命最高的地区，2014年人均预期达 83.98岁。可以
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有
些地区已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从全球看，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全球平均水
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过去的 15 年里，
世界范围内的预期寿命增长了约5年，2015年全球人
口的平均寿命为71.4岁，而中国早在2010年就达到了
这一数字。而根据“十三五”规划，到 2020 年中国
人均预期寿命将在2015年的基础上再提高1岁。

为什么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会出现大幅提升？据人
口学家萨缪尔·普勒斯顿研究，经济收入和人均预期
寿命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这一发现被称为“普勒
斯顿曲线”。近年来，中国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公民
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极大改善了人们物质
生活，人均预期寿命也随之提高。

此外，公共卫生是全民健康的基石。中国坚持预
防为主，不断加大公共卫生投入，有效控制健康危险
因素，消除了一大批重大疾病危害，有力提高了公民
的健康水平。例如，为了预防传染性疾病，中国将14
种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可预防15种传染病。

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

妇幼健康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数据显示，中国
的婴儿死亡率从 1949 年的 200‰降低到 2015 年的
8.1‰，孕产妇死亡率从 1949 年的 1500/10 万降低到
2015 年的 20.1/10 万，均提前实现了中国“十二五”

规划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妇幼健康核心指标位于
发展中国家前列。

在 2015 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MDG） 评估
中，75 个参加评估的国家中只有 25 个国家实现了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 2/3 的 MDG4 目标，中国
位列其中；同时仅有中国和少数几个国家实现了
孕产妇死亡率在 1990 年基础上下降 3/4 的 MDG5
目标。

加强科学检查是保证妇幼健康的重要原因。数据
显示，2015年，中国孕产妇产前检查率 96.5%，产后
访视率 94.5%。全国所有县 （市、区） 普遍开展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为农村计划怀孕夫妇免费提供健
康教育、健康检查、风险评估和咨询指导等孕前优生
服务，降低了出生缺陷的发生。

一些科学研究总结了中国在降低孕产妇死亡方面
的经验。《柳叶刀全球卫生》 日前在线发表了北京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王燕课题组的研究论文“中国西部
地区在妇幼卫生方面取得的进展与面临的挑战”。

该研究发现，1997-2014年期间，中国孕产妇死
亡率以平均每年 8.9%的速度下降，西部地区农村住
院分娩率从 1997 年的 42%提高到 2014 年的 98%，住
院分娩率的大幅度提高是这一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快

速下降的原因之一。

不断提升健康水平

“中国已经从‘东亚病夫’变成‘东方巨人’，是
世界最大的人口健康资本国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
院院长胡鞍钢说，健康中国的本质就是改善人民健康
状况，实现人口健康全覆盖。

胡鞍钢表示，健康中国的基本目标是针对人民群
众最关心的健康问题和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采取
有效的干预措施和适当的卫生策略，努力提高全民
健康水平。其长远目标是构建全民健康社会和全民
健身社会。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去年印发的《“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到 2030年，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
命将达到79岁，婴儿死亡率降至5‰，孕产妇死亡率
降至12/10万，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指出，“十三五”时期，中
国将更加注重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更加注重工作重
心下移和资源下沉，更加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
实现发展方式由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显著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这个“五一”假期，浙江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王金福教授和他领导的团
队很忙碌。原来，4月27日晚，中国
第一艘货运飞船“天舟一号”飞行任
务取得圆满成功，空间实验室飞行任
务实现完美收官。其中搭载的人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实验，正出自王金福团
队之手。这一项实验将能够解答在太
空微重力环境下人体骨钙的流失机
制，为科学家找出骨质疏松的预防和
治疗方案。

宇航员易患“骨质疏松”

宇航员这个职业有诸多风险，遭
受严重的骨质疏松就是其中之一。研
究发现，微重力环境中，航天员每月
平均有 0.5％至 2％的骨质丢失，宇航员在太空中
一个月的骨质流失丢失相当于孕妇近一年的骨质
流失。回到地球后，航天员骨质恢复时间要长于
飞行时间2至3倍，甚至不能完全恢复。

“宇航员在太空会出现明显的骨质变化，表现
类似于骨质疏松。”王金福对本报记者表示，正常
人体内的骨质总是保持着动态平衡，生成量和流
失量基本一致。宇航员的骨质疏松有两方面原
因，一是骨丢失增加，二是骨生成能力减少。

本次在“天舟一号”上开展的太空干细胞实
验，旨在更细致地揭示人体干细胞定向分化为骨
细胞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太空这样的微重力环境
下会发生显著的变化。

其实，去年4月份，王金福团队就将一批人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送上“实践十号”返回式科学实
验卫星。研究发现，微重力环境下，人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定向分化骨细胞的能力被抑制，反而转

向分化为脂肪细胞。
“为什么生成骨细胞的能力会降低？通俗一点

讲，就是由于细胞内指令发生变化，不会引导骨细
胞的生成，而去引导脂肪细胞分化。”王金福说。

对照实验反映细胞变化

4 月 27 日晚，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实现完美收官。王金福
团队开始对传输回地球的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太
空影像进行观察分析。

与去年有所不同，本次实验实现了太空影像
的实时传输。“通过实时传输，我们观察到，在太
空环境下的细胞形态的变化，以及细胞内蛋白分
布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正是影响细胞内指令发生
变化的重要因素。”王金福说，这次太空实验，可
以反映出细胞外的力学信号变化如何影响细胞内

的化学信号变化。
在太空实验过程中，研究人员同

时在地面实验室进行了相关对照实
验。据王金福介绍，在地球上，细胞
受到力的作用，细胞内部的蛋白会聚
集形成黏着斑，形成斑点，数量比较
多。而实验发现，在太空环境中，蛋
白黏着斑数量很少且斑点很小。

“这说明失重环境导致关键蛋白
分布产生变化。”王金福表示，通过
两次试验，课题组初步判定，在空间
失重环境条件下，微重力会导致干细
胞分化成骨细胞的能力降低。

研究成果将造福大众

为探索太空而发展出的科学技术
亦能造福普通人。随着中国人口的日益老龄化，
老年性疾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率也在同步
增长。科学家预计，2050 年中国骨质疏松症病人
将激增至2亿多人，占人口的13.2%。

专家介绍，骨质疏松被称为“无声杀手”，早
期患者无症状，一旦出现症状，骨钙常常丢失达
50％以上。骨质疏松症伴有骨脆性增加，易于发
生骨折，是目前世界上绝经后妇女、中老年人中
发病率、死亡率及保健费用消耗较高的疾病之一。

王金福说，实际上，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在
微重力环境下不分化成骨细胞，反而分化成脂肪
细胞的特性，与骨质疏松的症状非常类似。

“通过了解骨质疏松的分子机制，对骨质疏松
预防和有效治疗具有指导意义，同时针对分子靶
点，还可以进行靶向性药物的研发。”王金福表
示，下一步，科学家将在实验基础上找到治疗靶
点，探索骨质疏松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据新华社北京5月 6日电 （毛
伟豪、韩扬眉） 按一个键就能拨通
服务电话，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家庭
医生的远程或登门服务……这样的
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北京普通市
民家庭中。截至3月底，北京市常住
人口签约家庭医生的已达764万人。

据介绍，家庭医生签约居民可
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和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基
本医疗服务主要包括常见病、慢性
病的诊治、预约转诊等服务项目；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建立健康档
案、预防接种、老年人、孕产妇、
儿童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患者的健康管理等服务内容；个性
化健康管理服务包括健康评估、康
复指导、家庭病床、家庭护理、中
医“治未病”以及远程健康监测等
特色服务。

当患者发生家庭医生无法处理
的急病或危重病时该怎么办？医联
体内转诊，给签约家庭医生的患者
吃下一颗“定心丸”。据北京市卫计
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介绍，目前，
北京市已建成了 53 个区域医联体，
588 家合作医疗机构覆盖了全市 16
个区，年底前还将完成 8 个专科医
联体建设。今年，北京市属三级公
立医院将全部参与到医联体建设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全
球落地开花，传统的中医药也迎
来了传播生长的新机遇。在推动
共建共享的背景下，中医药正在

“一带一路”上播撒健康的种子。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与海丝

沿线国家的中医药交流源远流
长。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过程
中，寻方问药是沿线各国沟通交
流的重要内容之一。三国时期的
名医董奉、晋朝名医葛洪都曾沿
海上航线到过今天的东南亚地
区。泰国史籍记载，在阿瑜陀耶
王朝，都城里最受尊敬的医师就
来自中国，国王的御医也是中国
人。明清两朝及民国初年，大批
华人漂洋过海前往泰国、越南、
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将中医药带到海外，并与当地的
传统医学融合互补。

如今，随着中医药为越来越
多的外国人了解并接受，中医药
在海外迎来了暖春。在“一带一
路”的建设中，中医药不仅能在
防病治病上发挥作用，还可以在
保证人类健康方面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通过中医药，打造“一
带一路”民心相通的桥梁。

第一，中医药的规模化发展
离不开全球标准化建设。目前，
以针灸、推拿为代表的中医技术
受到广泛认可。世界卫生组织数
据显示，目前103个成员国认可使
用针灸，其中 29 个设立了传统医
学的法律法规，18 个将针灸纳入
医疗保险体系。下一步，要与不
同国家的药品规范管理制度对
接，推动中药产品以药品、保健品等多种方式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注册，让中医药成为沿
线健康资源共建共享的推动力。

第二，中医药要继续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中医中药成本低、简便灵
验，被认为是未来消除“鸿沟”的一剂良方。从
青蒿素到针灸，从疾病防治到援助医疗，神奇的
中医药已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医学在应对疾
病方面的作用。未来，中医药应持续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展交流合作，共同应对慢病、传
染病等健康挑战。

第三，通过教育人文交流在沿线吸引更多
“粉丝”。近年来，中国多所高校通过设立奖学金
等方式，招收留学生学习中医药，并积极“走出
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医学院、设立
中医中心。培养更多的“洋中医”，让他们成为传
播中医药文化的使者，是建设“一带一路”健康
之路的题中之义。

第四，立足区位优势，通过科技创新互联互
通。《中医药法》提出，国家支持中医药科学研究
和技术开发，推广应用中医药科学技术成果，提
高中医药科学技术水平。作为“一带一路”沿线
国 家 科 技 联 通 的 组 成 部
分，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中
医药传承是促进中医药与
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必由
之路。未来，应支持中医
医疗机构、中药企业等运
用现代科技和中药传统研
究方法进行研制和创新，
推动相关产品、技术和服
务升级转化。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没有全民健康，就
没有全面小康。一个人的健康，关系一个家庭的
命运；13亿人的健康，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
途。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医疗卫生事业获得长足发展，人民群众健康
水平显著提高。为全面反映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取
得的巨大成就，本报推出“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成
就”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开栏的话

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三大指标不断向好

中国人健康水平更高了
本报记者 彭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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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天舟一号”研究骨质疏松
——访浙江大学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实验团队负责人王金福

本报记者 王 萌

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雷小学，孩子们在操场上吃营养午餐。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资料照片）

王金福教授 （中） 和学生在海南文昌发射中心合影

5 月 6 日，2017 春季北京国际长走大会在北京房山区长沟镇开幕。
共计12000余名长走爱好者前来参加。本次大会共设立三条线路，长度
分别为8公里、16.5公里和21公里。

图为演员在长走开始前进行热场活动。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北京国际长走大会举行

家庭医生惠及北京700余万市民家庭医生惠及北京700余万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