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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
《 患 者 安 全 专 项 行 动 方 案
（2023—2025 年）》，要 求 利 用 3
年时间 ，进一步健全患者安全
管理体系，完善制度建设，畅通
工作机制 ，及时消除医疗过程
中 以 及 医 院 环 境 中 的 各 类 风
险 ，尽可能减少患者在医院期
间受到不必要的伤害 ，保障患
者安全。

作 为《全 面 提 升 医 疗 质 量
行 动 计 划（2023—2025 年）》的
子行动 ，方案重点聚焦医疗服
务相关患者安全问题提出明确

要求 ，从确保医疗服务要素安
全、保障医疗服务过程安全、优
化患者安全管理机制等 3 个方
面 ，针对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
构提出 12 条具体措施。

其 中 ，在 各 项 诊 疗 服 务 过
程中 ，方案要求严格把握禁忌
证和适应证 ，严格执行查对制
度，防止诊疗对象、部位、措施
发生错误，重点关注孕产妇、儿
童、老年人、精神或意识障碍患
者等特殊人群的情况。积极开
展用药全过程管理，确保给药的
时间、途径、剂量等准确无误，

防止发生药物使用禁忌、配伍禁
忌、药物渗漏等情况，及时处理
过敏、呕吐、疼痛等不良反应。

在 提 高 急 诊 急 救 能 力 方
面 ，方案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
构 建 设 应 急 救 治 一 键 呼 叫 系
统 ，组建相对固定的队伍负责
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应急处
置。建立医疗安全应急响应机
制，制定应对群死群伤、突发传
染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
案并加强演练。

根 据 方 案 ，全 国 二 级 以 上
医疗机构连续 3 年每年至少完

成 1 轮全院巡检排查和全院患
者安全专项培训，至 2025 年末，
患者安全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
每百出院人次主动报告不良事
件年均大于 2.5 例次，低风险病
种住院患者死亡率进一步降低。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
人表示，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和医疗机构要共同营造良好氛
围，调动医务人员和社会各界参
与行动的积极性，进一步巩固患
者安全意识 ，构建患者安全多
元共建共治新格局。

（新华社）

为 进 一 步 有 效 遏 制
微生物耐药，日前，省卫
健委联合省教育厅、省科
技厅等 14 个部门制定了

《福建省遏制微生物耐药
行 动 计 划 实 施 方 案
（2023—2025 年）》。

《实施方案》总体要
求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
结合、综合施策的原则，
聚焦微生物耐药存在的
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
和工作模式，有效控制人
类和动物源主要病原微
生物耐药形势。到 2025
年，应对微生物耐药的治
理体系基本完善，公众微
生物耐药防控相关健康
素养大幅提升，医疗卫生
和动物卫生专业人员微
生物耐药防控能力显著
提高，人类和动物抗微生
物药物应用和耐药监测
评价体系更加健全，抗微
生物药物合理应用水平
进一步提升，微生物耐药
防控的科学技术研究进
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
作深入推进。

《实施方案》主要任
务：

一是坚持预防为主，
降 低 感 染 发 生 率 加 强
医疗机构内感染预防与
控制；加强水、环境卫生
与个人卫生；加强抗微生
物药物环境污染防治；加
强感染病疫苗接种工作。

二 是 加 强 公 众 健 康
教 育 ，提 高 耐 药 认 识 水
平 加 大 城 乡 居 民 宣 教
力度，进一步提升社会公
众对微生物耐药问题的
认识，强化医疗卫生机构
和医务人员开展健康促
进与教育的激励约束，促
进个人卫生防护；广泛开
展中小学生科普宣传；定
期举办提高抗微生物药
物认识周活动，切实提高
全社会对微生物耐药的
认识水平。

三是加强培养培训，提
高专业人员防控能力 加
强院校人才培养；加强医
务 人 员 培 训 ，定 期 对 医
师和药师进行培训和考
核 ，提 升 医 务 人 员 微 生
物耐药防控相关的理论
知 识 和 实 践 技 能 ；加 强
养殖业与兽医从业人员
教育。

四是强化行业监管，
合理应用抗微生物药物
提高抗微生物 药 物 临 床
应用水平 ；加 强 兽 用 抗
微 生 物 药 物 监 督 管 理 ，
加 强 动 物 医 院 、动 物 诊
所、养殖场的监督管理，
持续推进兽用抗菌药使
用 减 量 化 行 动 ；严 格 抗
微 生 物 药 物 销 售 监 管 ；
发挥医保支付对合理用
药的促进作用。

五 是 提 高 监 测 分 析
水平，为科学决策提供依

据 完善抗 微 生 物 药 物
临 床 监 测 系 统 ；加 强 抗
菌 药 物 临 床 应 用 监 测
网、细菌耐药监测网、真
菌病监测网和医疗机构
感 染 监 测 网 建 设 ；建 立
健 全 动 物 诊 疗 、养 殖 领
域 监 测 网 络 ；实 现 不 同
领域的监测结果综合应
用 ；建 立 健 全 微 生 物 耐
药 风 险 监 测 、评 估 和 预
警制度。

六 是 加 强 相 关 药 物
器 械 的 供 应 保 障 支 持
临床急需新药和医疗器
械产品上市；推进微生物
耐药防控相关产业发展。

七 是 加 强 微 生 物 耐
药 防 控 的 科 技 研 发 推
动 新 型 抗 微 生 物 药 物 、
诊断工具、疫苗、抗微生
物药物替代品等研发与
转 化 应 用 ；支 持 开 展 微
生 物 耐 药 分 子 流 行 病
学 、耐 药 机 制 和 传 播 机
制 研 究 ；鼓 励 开 展 抗 微
生物药物环境污染防控
研究。

八 是 广 泛 开 展 交 流
与 合 作 加 强 与 发 达 省
份和地区间多层面的交
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微生
物耐药领域先进理念、高
新技术和经验做法。积
极为全国微生物耐药防
控 提 供“ 福 建 方 案 ”和

“福建经验”。
（省卫健委医政管理处）

近日，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行动国家行动办
公室在京召开 2023 年健
康生活方式核心要点解
读会。会上发布了43条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核 心 要
点，引导公众成为健康
生活方式的实践者
和受益者。

据介绍，今年，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行动国家行动办公
室围绕孕妇、乳母、
婴 幼 儿 、儿 童 青 少
年、老年人及职业人
群存在的健康问题，
制定了《健康生活方
式 核 心 要 点
（2023）》，从合理饮
食、规律运动、戒烟
限酒、心理平衡、良
好睡眠、积极社交、
主动学习等方面对
不同人群的健康生
活方式给出了精准
指导，引导各类人群
积极践行文明健康
的 生 活 方 式 ，推 动

“做自己健康第一责
任人”理念的落实。

中国疾控中心
慢病和老龄健康管
理处处长赖建强表
示，《健康生活方式核心
要点（2023）》紧紧围绕
健康生活方式、生命早
期营养与慢性病防控相
关理论，实现了对全生
命周期各人群健康生活
方式指导的全覆盖，同
时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内

涵进行了丰富和完善。
比如，健康口腔中增加
了对味觉的关注；对婴
幼 儿 和 儿 童 青 少 年 人
群，强调了清淡口味的
培养；职业人群要注意
舒缓肌肉紧张，关注颈

腰椎和关节健康；老
年人应减少骨量丢
失 ，增 加 肌 肉 力 量
等。值得注意的是，
母 乳 喂 养 、终 身 学
习、接种疫苗等也被
纳入健康生活方式
的范畴。

健 康 生 活 方 式
是指个体或群体为
实现全生命周期的
最佳健康目标而采
取的行为模式。据
悉，目前，全国开展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行动的县（区）覆盖
率已超过 97%，提前
完成《全民健康生活
方 式 行 动 方 案
（2017—2025 年）》提
出的“到 2025 年覆盖
率 达 到 95% ”的 目
标。我国已累计建
成健康社区、健康单
位、健康食堂、健康
餐厅、健康小屋、健

康步道等12类健康支持
性环境近 10 万个，招募
与培训健康生活方式指
导员90余万人次。

（健康报）
《健康生活方式核

心要点（2023）》详见健
康福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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