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35岁的小正（化名），不
曾料到自己会因为肥胖患上阻塞
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睡觉时
由于通气不足被憋醒，每晚起夜
七八次。年纪轻轻的他，已患上
高血压、糖尿病……体重最重时
飙升至近 380斤，“胖墩墩”的人
生让小正苦不堪言。

肥胖症，一种由遗传、内分泌
和环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导
致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我国
居民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发生
较大变化，超重、肥胖已成为危害
群众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根据《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
病状况报告（2020 年）》，2018 年
我国成人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
34.3％和16.4％，6至17岁儿童青
少 年 超 重 率 和 肥 胖 率 分 别 为

11.1％和 7.9％，并呈逐年递增趋
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的

《体 重 管 理 指 导 原 则（2024 年
版）》也指出，有研究预测，若该趋
势得不到有效遏制，2030年我国
成人、儿童超重肥胖率将分别达
到70.5％和31.8％。

肥胖不仅影响个人形象，更
是多种慢性病的隐形推手。体重
异常，特别是超重和肥胖是高血
压、糖尿病、高血脂、心脑血管疾
病以及部分癌症等多种慢性病的
重要危险因素。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将引导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体
重管理门诊，为受体重问题困扰的
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专业咨询环
境和平台，帮助居民在自己的努力
和专业机构人员的帮助下，能更好
地管好体重，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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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秦华）为更好地资政
建言、服务党委政府决策，郑州市社科
院牵头，与郑州大学、河南省社会科学
院、郑州师范学院、郑州轻工业大学及
市文物局、新郑市等组成专项课题组，
开展了《郑州城市发展报告(2024)》的研
究编写工作，通过一年时间的研究，完
成了 29万字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近日
以城市蓝皮书的形式在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出版。

《郑州城市发展报告（2024）》是由
郑州市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区域发
展蓝皮书。该书由总报告、经济篇、文
化篇、社会篇、典型经验篇等五部分组
成，以详实的数据资料、客观的实证分
析、系统的研究探讨，较为全面地反映
了2024年郑州城市经济、文化、生态及
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

报告中既有对郑州城市总体发展
的回顾和总结，也有对城市未来的展

望和预测；既有对各领域发展问题的
深度探讨，也有对产业发展趋势的权
威解读；既有理论性研究专题的支
撑，也有典型经验的剖析。该书具有
较强的权威性、针对性和可行性，能
够为研究阐释郑州、宣传推介郑州及
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持，是推动郑州
城市现代化建设领域一项重要的科
研成果。

报告认为，2024 年，郑州市聚焦

“四高地、一枢纽、一重地、一中心”和郑
州都市圈建设，新旧动能转换明显，现
代产业体系日益完善，文旅文创融合加
速，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国家中心现代
化建设成效显著。2025年郑州城市发
展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但郑州发展
具有良好基础和巨大潜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动能在不断增强。预计 2025年
郑州经济将呈总体平稳、微幅波动、持
续向好运行态势。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控制体重的关键在于大
家都参与进来，都关注体重、了解体
重，从体重管理中获得健康收益，全社
会的超重肥胖率上升势头才能得到有
效遏制。

自“体重管理年”活动启动以来，
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积极响应——

南昌市出台《南昌市“体重管理
年”活动方案》，明确提出“校园及周边
500米内避免售卖高盐、高糖及高脂食
品等”；北京市顺义区开展健康促进学
校和星级示范学校创建工作，不断改
善学校健康环境，健康促进学校建成
率达100％……

针对体重管理的重点领域和重点
人群，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技术文件，如
2024年版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
版居民体重管理核心知识、中小学生超
重肥胖防控“十要义”、高血压等慢性病
营养和运动指导原则等，为医疗卫生专
业人员提供了技术支撑，也为不同人群
的体重管理提供了分类指导……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推进“体重管理
年”活动，加强慢性病防治工作，推动
政府、行业、单位和个人落实好四方责
任，持续做好有关慢性病防治和体重
管理方面的知识宣传，并注重防治结
合，提供个性化服务。 据新华社电

郑州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不断增强
《郑州城市发展报告（2024）》蓝皮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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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医
疗机构开设体重管理门诊，为患者提供
个性化的体重管理服务。

在杭州市拱墅区文晖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体重管理门诊，就诊人会先
在体脂机上进行身体数据测量，得到一
张体脂率表；随后医生会让就诊人填写
一张生活习惯调查表，包括是否吃早
饭，肉类、蔬菜、水果的每日食用量等。

“这两张表是每一位来到体重管理
门诊就诊者的基本信息。”文晖街道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朱秋静说，体重
管理门诊以生活方式医学为理论基础，
组建了一支含全科医师、中医师、营养
指导员、健身教练员、运动康复师、心理
咨询师的多学科团队，通过“多对一”在
线监督管理方式，帮助管理对象逐渐养
成“科学合理膳食、规律适当运动”的健
康生活方式，达到减轻体重、降低体脂、
控制慢性病的发生发展、提高居民健康
生活水平的目标。

中医也成为不少体重管理门诊的

法宝。42岁的季女士体重曾一度达到
80公斤、腰围 113厘米。去年 10月她
来到杭州市东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体重管理门诊就诊后，被诊断为肥胖
型多囊卵巢综合征。

“不同于一般的肥胖患者，她是多
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身体内分泌紊乱
而出现的肥胖。”医师李航根据季女士
的脉象、舌苔情况，中医辨证为脾肾阳
虚兼痰、湿、寒饮夹瘀血证，开具中药汤
剂调节内分泌平衡。口服中药一个月
加适当运动和饮食管理，季女士体重下
降了 8公斤，腰围减少了 19厘米，体重
指数从30下降到26.8。

专家表示，体重管理门诊主要是从
营养、运动、心理支持等角度为自身控
制体重无效、反复减重失败或重度肥
胖的人群提供科学、系统、个性化的减
重方案。可以通过试点推广的方式，
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同时，加强
基层医疗机构的体重管理能力，让更
多群众受益。

超重肥胖 慢性病的隐形推手

体重管理年 从治已病到治未病

动起来 让体重管理成生活方式

腰围大了，体重超了，
慢性病找上门了……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体重管理”“体重管
理门诊”冲上热搜。

以体重管理“小切口”，推动应对慢
性病防控的“大工程”。自去年 6 月开
始，国家卫生健康委已会同多部门启动
“体重管理年”活动。为什么要重视

体重管理？当前医疗机构的体重
管理门诊开设情况如何？记

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中医师在为就诊者进行中医埋线理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