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妇幼健康热点1：我国妇幼健康核
心指标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妇幼健
康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我国孕产妇死亡率等妇幼健康核心指标
已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2021年4月
29日，国家卫健委妇幼司司长宋莉在国家卫健
委举办的发布会上介绍说。

宋莉指出，2020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
16.9/10万，与2015年相比下降15.9%；婴儿死
亡率为5.4‰，与2015年相比下降33.3%；5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为7.5‰，与2015年相比下降
30%。从全球来看，我国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
死亡率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孕产妇
死亡率远低于全球53/10万的中位数水平，也
远低于中高收入国家43/10万的中位数水平。

宋莉说，近年来我国启动健康中国行动、
妇幼健康促进行动，建立完善母婴安全五项制
度，组织实施了“母婴安全行动计划”和“健康
儿童行动计划”，形成精准施策、重点突破、整
体推进的妇幼健康发展格局。

统计显示，全国共有妇幼保健机构3071家，
妇产医院809家，儿童医院228家。全国妇产科
医师数为32.5万人，比2015年增加18.2%；儿科
医师为15.9万人，比2015年增加34.1%；助产士
达到18.3万人。妇产科、儿科专业人才队伍逐步
壮大，妇幼健康服务能力不断增强。

点评：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目前我国女
性人口超过6.88亿，0-17周岁人口约为2.98亿，
二者合计约占总人口的2/3。妇女儿童的健康关
乎亿万家庭的幸福。中国妇幼健康领域在过去
70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就，未来10年是从“生存”到

“繁荣”的关键过渡期，旨在实现高质量的全民健
康覆盖。因此，“妇幼健康为全民”和“全民为妇
幼健康”应该成为一项全民共识，为每一位妇女、
儿童和青少年创造一个健康和友好的环境。

妇幼健康热点2：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
命突破80岁，比世界女性平均水平高4岁

2021年 12月 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
计监测报告显示，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突破
80岁。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测算，2020
年，我国女性人均预期寿命水平在184个国家
中位列第62位，比世界女性平均水平高4岁。

继2000年我国进入长寿国家行列之后，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持续提高。其中，女性人均
预期寿命从2010年的77.37岁提高到2015年
的79.43岁，2020年进一步提高到80.88岁。
据国家统计局此前的资料显示，从2000年到
2015年15年间，我国男女平均预期寿命之差
由3.70岁扩大到5.79岁。

点评：女性为何比男性更长寿？除了女性
拥有2条X染色体、端粒长度缩短速率较慢、有
雌激素保护、更加耐受应激反应等生理优势以
外，女性的生活习惯较男性更健康，更善于释
放情绪，社会参与度更高，更重视健康和疾病
防治。专家指出，人的寿命30%-40%由先天遗
传因素决定，60%-70%受环境和后天生活方式
影响。想长寿，就要给自己营造良好的后天条

件，这方面男性要多学学女性。

妇幼健康热点3：我国人口出生率
首次跌破10‰，“三孩”生育政策及配
套支持措施出台

《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
人口出生率为 8.52‰，首次跌破 10‰，创下
1978年以来的新低；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
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也创下1978
年以来的新低。一旦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
就会出现负增长。专家预测，最快在2025年
之前就有可能出现人口负增长。

为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和出生人口
下降趋势，2021年 5月31日，中共中央审议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决定》指出，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
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
施。这意味着“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出台。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并
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在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方面强化组织
实施保障。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
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
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国
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
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点评：从“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2016年开
始实施“全面二孩”，再到2021年开始实施“三孩”
生育政策，我国生育政策经过十几年调整已逐渐
放开，生育孩子的权利也自此回归家庭。国家卫
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人口问题是“国之大
者”。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
套支持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能动作用，积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
风险，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妇幼健康热点 4：儿童蓝皮书发
布，中国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

2021年12月8日，中国儿童中心与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儿童蓝皮书：中国儿
童发展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从儿童的健
康、教育、福利、社会环境、法律保护等方面反映
2020-2021年中国儿童发展的状况。报告指
出，中国儿童健康水平持续提升，健康管理政策
推动作用明显。主要表现为：儿童死亡率有所下
降，学生体质健康总体改善，营养不良状况持续
改善，脱贫地区儿童健康和营养指标明显提高。
报告还认为，中国儿童营养问题呈现营养不足、
隐性饥饿与超重肥胖三重负担并存的现象。另
外，中国儿童慢性病及健康危险形势严峻。

点评：有研究指出，中国的疾病负担已从以
伤害为主转变为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随
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儿童视力不良、
龋齿问题越发严重，心理健康问题也越来越突
出。与此同时，儿童还存在体力活动不足、吸烟

饮酒普遍等健康危险行为。2021年9月印发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要求，坚持
儿童优先原则，更加注重家庭、学校、社会和网络
对儿童的全方位保护，完善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
制度，加强儿童保护法规建设，推进儿童友好城
市建设，促进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妇幼健康热点5：新冠疫苗接种创
造“中国速度”，儿童青少年接种工作
有序推进

新冠疫苗接种从1亿剂次到超过2亿剂次，
中国用时25天；从3亿剂次到超4亿剂次，用时
9天；从6亿剂次到7亿剂次，只用了5天！截至
2021年12月19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26亿8429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人数为
11亿9346.6万人，稳居世界第一。我国继2021
年7月开始有序推进12-17岁人群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之后，9月又陆续启动3-11岁儿童的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
良有介绍，将继续按照知情、同意、自愿的原则，
积极引导3—11岁无禁忌人群应接尽接，力争
12月底前完成全程接种。

中国新冠疫苗不仅接种速度惊人，其安全性
也有保障。目前中国疫苗在境外疫情高流行国
家接种已达10多亿剂次，在国内接种超26亿剂
次。在接种过程中，疫苗的安全性表现良好，副
作用较低，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点评：《儿童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专家共
识》指出，儿童作为弱势群体，免疫系统尚未发育
完全，尽早对3-11岁儿童进行新冠疫苗接种，不
仅有助于儿童自身防护，对疫情整体防控也有重
要意义。专家建议，还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儿童
要尽快进行接种；接种第一剂已经满21天的儿
童，应尽快接种第二剂。而新冠疫苗接种的“中
国速度”令世人惊艳，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
赢。让我们所有人一起努力，应接尽接，构筑强
大免疫屏障的目标一定可以早日实现。

妇幼健康热点6：全国多地启动为
适龄女生免费接种HPV疫苗

2021年以来，全国多地逐步推进适龄女性
HPV疫苗普遍接种策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于
2021年启动13-18周岁适龄女性二价宫颈癌疫
苗免费接种，截至6月底已接种1.5万剂次，目标
人群接种率达31%；2021年11月9日，济南启动
为不满15周岁在校7年级女生免费接种国产二
价HPV疫苗；2021年12月22日，江苏无锡开始
对全市适龄女生开展宫颈癌疫苗免费接种，1万
多名初二女生将陆续接种疫苗；广东省计划自
2022年起，对具有广东省学籍、9月起新进入初
中一年级14周岁以下女生实施国产双价HPV
疫苗免费接种。目前，已有内蒙古鄂尔多斯、山
东济南、福建厦门、四川成都等多个城市启动了
HPV疫苗免费接种或补贴接种计划。

点评：宫颈癌是目前唯一可以预防的癌症，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女性在初次性行为之前全
程接种HPV疫苗是预防宫颈癌的最好方法，9-
14岁是HPV疫苗的最佳接种年龄。根据我国
国情，国家卫健委建议为 13-15 岁女孩进行
HPV疫苗接种。专家表示，适龄女性可考虑先

接种二价疫苗，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接种年龄。
消除宫颈癌，我国多个地区已迈出了可喜一步，
希望能继续发力，逐步扩大地域和年龄的覆盖
面，让HPV疫苗惠及更多中国女童和适龄女性，
让一个没有宫颈癌的未来成为现实。

妇幼健康热点7：抑郁症筛查将被
纳入学生健康体检

教育部前不久在对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
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答复中，明确
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
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
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教育部
要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规范、持续开展抑
郁症防治等相关知识培训；各类体检中心在体
检项目中应纳入情绪状态评估，供体检人员选
用。教育部还表示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多渠道
推进青少年抑郁症防治工作，开展多形式的青
少年预防抑郁症教育，建立全过程的青少年抑
郁症防治服务、评估体系。

点评：2021年3月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
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中国青少年
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
7.4%，抑郁症已成为当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一大
威胁。共青团郑州市委12355青少年维权及心理
咨询中心主任袁林方认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
生体检只是第一步，如何筛查、如何保密、如何治
疗等，还是许多学校、孩子和家庭要面对的一道道
关卡；青少年抑郁症的评估、诊断、治疗的方式、方
法和途径等，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建设和研究。

妇幼健康热点8：我国首例“冻存
婴儿”成功诞生，实现我国生殖医学史
上又一次零的突破

2021年8月31日，我国首例“冻存婴儿”
顺利诞生，这是我国生殖医学史上又一次零的
突破——移植自体冻存卵巢的产妇成功诞下
健康女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阮祥燕团队于2012年建立了中国首个人卵巢
组织冻存库，目前该院已冻存卵巢组织近400
例。2016年9月完成中国首例冻存卵巢组织
移植手术，2020年冻存卵巢组织移植首例成
功自然妊娠，目前移植的10例全部成功，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

点评：卵巢组织冻存与移植技术，相当于为
患者冷冻保存了卵子储备库，可让患者的卵巢功
能与生育能力延长10年、20年甚至30年。专家
表示，这是因癌症需要放化疗而无法延迟的育龄
期女性及女童唯一的生育力保护方法。冻存卵
巢移植后首例活产的诞生，标志着卵巢组织冻存
移植技术已成功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妇幼健康热点9：“大头娃娃”曝出
儿童护肤品市场乱象，国家药监局出台
《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加强监管

2021年1月7日，@老爸测评魏文锋曝光一
起疑似“大头娃娃”事件——名女婴由于使用激
素含量超标的益芙灵抑菌霜，出现迅速发胖、发
育迟缓、多毛、脸肿大等症状。此外，其他多款宝

宝霜激素超标的实测结果，也充分暴露了儿童护
肤品市场违规添加激素、虚假宣传疗效的乱象。

近年来，一些由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
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或儿童彩妆等也十
分热销，2021年12月9日，国家药监局发布消
息称，这类产品多属于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
供玩偶等涂饰用的玩具，不属于化妆品管理范
畴。儿童将这类玩具误用为化妆品，存在刺激
皮肤、重金属超标等诸多安全隐患。

对于儿童化妆品，国家药监局2021年9月
出台了《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提出比成
人用化妆品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如儿童化妆
品标签应标注产品全成分，特殊化妆品应标注
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等。依据国家药监局
发布的《化妆品分类规则和分类目录》，0-3岁
婴幼儿使用的化妆品功效宣称仅限于清洁、保
湿、护发、防晒、舒缓、爽身，不包括“彩妆”这一
类别。如果彩妆化妆品标签宣称3岁以下婴
幼儿可用，则属于违法行为。近日，国家药监
局还发布了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
自2022年5月1日起，申请注册或进行备案的
儿童化妆品，其标签必须标示“小金盾”。

点评：儿童产品关系着下一代的健康成
长，容不得一丝马虎与虚假，儿童护肤品、化妆
品，首当其冲就是安全，岂能成为健康“陷
阱”！除了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严厉打击危
害孩子健康的违法行为外，还要加大科普宣传
力度，帮助家长们摆正心态、谨慎选购，不可偏
听偏信、盲目使用某些披上“神药”马甲的护肤
品等，以免误伤孩子。选购儿童化妆品时，家
长们可关注“小金盾”标志。

妇幼健康热点10：国家卫健委出
手规范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叫停非诊
断治疗需要的微量元素检测

2021年岁末，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加强儿
童微量元素检测监督执法工作的通知》要求，非
诊断治疗需要不得针对儿童开展微量元素检测，
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

针对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儿童微量元素检
测不规范的情况，早在2013年底原国家卫计
委曾印发《关于规范儿童微量元素临床检测的
通知》要求，非诊断治疗需要，各级各类医疗机
构不得针对儿童开展微量元素检测；不宜将微
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尤其是对6
个月以下的婴儿。时隔8年，卫生主管部门再
次出手且明确将“不宜”改为“不得”，表明儿童
微量元素检测将更加严格和规范，一些不良机
构违规以广大儿童健康权益谋求不当利益的
行为将被严肃处理。

点评：多年来，许多医疗或非医疗机构正
是抓住家长们担心孩子缺某些元素影响健康
这一“痛点”，以“儿童微量元素检测”为幌子极
力推广甚至纳入儿童体检常规项目。因此，儿
童微量元素检测不仅当禁，还应从根本上消除
家长的“焦虑心魔”和部分机构的“逐利心魔”，
让这项技术回到规范运用的正轨上。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专家指出，在目前生
活水平下，孩子保持均衡饮食即可满足体内微量元
素需求，一般不存在微量元素不足的问题，家长们
无须担心，更不必总让各种盲目的检测去“坑娃”。

健康
母婴
健康
母婴

我国妇幼健康核心指标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突破80岁、“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出台、
儿童蓝皮书发布、多地为适龄女生免费接种HPV疫苗、抑郁症筛查将纳入学生体检、我国首例“冻存婴儿”成功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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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关注关注

回首刚刚过去的2021年，
全世界尚在新冠疫情的困扰中
无法自拔，而中国已在“动态清
零”的坚守与担当中走出了坚
实步伐。这一年妇幼健康领域
也是大事、热点频现，我国妇幼
健康核心指标居中高收入国家
前列、我国女性平均预期寿命
突破80岁、“三孩”生育政策的
出台等热点，关乎亿万家庭幸
福；多地为适龄女生免费接种
HPV疫苗、将抑郁症筛查纳入
学生体检等措施，体现了国家
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关怀；首
例“冻存婴儿”的诞生，标志着
卵巢组织冻存移植技术已在中
国生根开花；儿童护肤品市场
乱象、儿童微量元素检测滥用
等问题，已得到相关部门的及
时整治和加强监管。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
玉成。2022年已经到来，我们
期待新的一年能继续开启妇幼
健康的新华章。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项丹平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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