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老了不仅各组织器官功能减

弱，免疫系统功能也会下降，慢性病老

年人群患感染性疾病风险会增加。而

老年人一旦发生感染，其临床常表现

为不典型、并发症多、治疗效果欠佳，

严重影响老年人生命质量，甚至增加

死亡风险。”4月 25日，在“健康老龄

化与免疫预防”研讨会暨疫苗相关重

要议题的战略传播项目启动仪式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迟

春花表示，对老年群体来说，疫苗接种

可预防流感、肺炎和带状疱疹等多种

感染性疾病，还可明显减少国家的医

疗支出成本和个人的经济负担。

推动健康老龄化实施

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亿人，且

老龄人口数量还在持续攀升。“十三五”

期间，年均 60岁以上老年人口增加 800

万人，而“十四五”期间，60岁以上老年

人口年均增加 1000万人，且该趋势还

将持续。到本世纪中叶，我国老年人口

欲计近 5亿，占人口总规模的 35%。

“‘十四五’时期，我国老龄化速度

加快，低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得更快。

低龄老年人规模大、占比多，意味着‘十

四五’期间要采取有效的以预防为主的

公共卫生政策，把很多高龄老年人可能

会出现的一些疾病、失能的倾向控制在

低龄阶段。”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

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璐说。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

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可

以说，健康老龄化已经上升到国家战

略层面。

“对老年健康的内涵，不能以有无

疾病衡量，而应以具有日常生活功能

或进一步具有社会生活功能作为老年

健康的标志。”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

院教授王红漫强调，老年是我们共同

的未来，要想到老年还能正常生活，就

一定要在生命的全过程、全周期贯彻

健康老龄化的策略。

倡导老年人接种疫苗

流感、肺炎球菌性疾病、带状疱疹

是老年人常见的感染性疾病。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流感发病

率和死亡风险高于年轻人。而感染肺

炎球菌不仅可导致≥65 岁老年人以

及有基础疾病人群罹患社区获得性

肺炎，部分重症患者还并发脑膜炎、

败血症等严重疾病。另外大约有 1/3

的人在一生中可能患带状疱疹，年龄

越大越容易得这个病。我国 50 岁及

以上人群每年有 156 万带状疱疹的

新发病例。且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患

带状疱疹后，后遗神经痛的发生危险

更高，部分患者痛不欲生、非常难

受。”迟春花说。

幸运的是，上述三种疾病均有疫

苗可以有效预防。研究数据显示：流

感疫苗对我国老年人流感样疾病的

预防效果可达 53% ；23 价肺炎球菌多

糖疫苗对老年人侵袭性肺炎球菌疾

病的保护效果为 51% ；带状疱疹疫苗

对于≥50 岁人群保护效力可达 90%

以上。

为此，国家也纷纷出台了多项政策

推动老年人接种疫苗。比如，卫健委老

龄健康司的《老年失能预防核心信息》

通知就建议，老年人定期注射肺炎球菌

疫苗、带状疱疹疫苗，流感季节前接种

流感疫苗。

去年 12 月 31 日，卫健委、全国老

龄办、国家中医药局三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全面加强老年健康服务工作的

通知》，再次强调医疗卫生机构要及时

为老年人接种相关疫苗。

但实际上，社会公众普遍存在对

老年人感染性疾病疫苗认知不足及老

年人群疫苗接种率低的问题。

对此，迟春花建议，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医务人员应着力提高对老年人群

接种疫苗的重视程度，加强对公众的

疫苗接种宣传教育，对适宜接种人员

进行疫苗接种的推荐，积极促进老年

人建立对感染性疾病疫苗的正确认

知，以提高社区老年人疫苗接种率，改

善其生命质量，促进健康老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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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老年人健康，免疫屏障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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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因陈锦绘

本报讯 近日，国家卫健委印发

《医养结合示范项目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提出开展医养结合示范

项目创建工作。医养结合示范项目包

括全国医养结合示范省（区、市）、全国

医养结合示范县（市、区）、全国医养结

合示范机构 3个项目。

在创建标准方面，《方案》明确了

创建全国医养结合示范省（区、市）和

全国医养结合示范县（市、区）需满足

多项条件，如将医养结合工作作为改

善民生的重要内容纳入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纳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和促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总体部署；

以医养签约合作、医疗机构开展养老

服务、养老机构依法依规开展医疗卫生

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家庭

等多种模式发展医养结合服务；定期对

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进行检查评估，

对于发现的问题及时跟踪、督促整改；

出台具体政策，鼓励医务人员到医养结

合机构执业，建立医养结合机构医务人

员进修轮训机制；医养结合服务得到当

地老年人的普遍认可，5年内无医疗质

量安全和涉老等重大负面事件。

对于创建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

《方案》提出多项条件，如运营满 5年，近

2年入住率达到实际运营床位的 60%及

以上；能为入住老年人提供适宜的预防

期保健、患病期治疗、康复期护理、稳定

期生活照料以及临终期安宁疗护一体化

的医养结合服务；入住失能、失智老年人

占比超过 50%等。 （陈锦绘）

医养结合示范项目创建工作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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