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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叶刀》200年·对话中国学者

江帆

江帆：解决儿童早期发展问题有助长远健康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因丁思月

荫本期主题：儿童青少年健康
荫访谈对象：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江帆

记者：目前我国儿童主要的疾病负

担是什么？如何避免儿童伤亡？

江帆：2022年，我国 5岁以下儿童的

死亡率已降至 6.8‰，达到历史最低值，已

经优于全球中高收入国家中位数水平。但

我国儿童人群基数大，在此水平上，5岁

以下儿童的死亡绝对数仍然很高，排在全

球前十位。同时，缩小地域差距，实现均衡

发展，仍然是我们重要的任务。

数据显示，导致 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

主要原因为先天性缺陷疾病和新生儿疾

病。产儿一体预防 5岁以下儿童死亡以及

5岁以下儿童疾病预防是未来重要方向。

为了预防新生儿早亡、出生缺陷以及其他

疾病，儿童保健的关口要前移到产科，要

做到产儿联动，在孕期甚至备孕阶段，儿

科医生、儿保医生就要与产科医生合作，

开展基于全生命周期理念的健康管理。

5 岁以上儿童青少年主要死因为

伤害，主要为道路伤害和溺水。伤害防

治的核心是预防，但是伤害的发生往

往都在医疗机构之外，因此降低伤害

的疾病负担更需要在社会层面构建预

防体系，需要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

在防止儿童溺水方面，一方面要加

强家长的监管，尤其是农村地区留守

儿童较多，加强成人监管的难度很大，

需要有切实可行的策略；另一方面要

加强水体防护，尤其是离村庄较近的

湖泊、河流，通过法律法规规范人群居

住密集区域的水体防护管理。

在道路安全方面，我国不断完善道

路交通法律法规，但针对儿童乘客安

全保障领域的立法还需不断完善。例

如，一些地区已经出台了儿童安全座

椅的使用以及乘车安全的法律法规，

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与落实；

对于在我国更为普遍的摩托车、电动

车车载儿童的安全帽佩戴管理，也需

要出台相应政策加以规范。

在之前发表的《柳叶刀妇幼健康重

大报告》中我们曾总结过，跟儿童伤害

相关可干预政策层面的措施大概有 27

项，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覆盖了 17项

左右，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

除了死亡率，我们还关注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对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影响。全球疾

病负担数据显示，中国儿童精神健康方面

的疾病负担由 1990年的第 4位上升至

2019年的第 1位，这与很多发达国家的

情况相似。因此，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疾

病防治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球面临的重

大公共卫生挑战之一。

儿科医生是儿童健康守门人，要在

儿科医生的培养体系中融入精神心理疾

病相关内容，这些是我们现有的儿科医

生培养体系中比较薄弱的。此外，我们还

要加强儿童精神医学的专科建设，不仅

在精神专科机构，还要在儿童医疗机构

建设精神心理学科。当然，心理疾病的

防治还需要医院、学校、家庭三级联动，

共同应对儿童精神健康问题挑战。

儿童心理问题疾病负担加重

记者：如何应对儿童超重问题？

江帆：我国超重的儿童比例由

1990 年的 10%增加到 2015 年的 20%，

这一趋势直接加重成人高血压、糖尿

病等疾病负担。我们常讲“管住嘴、迈

开腿”，对于儿童来说，首先是如何“管

住嘴”，这与成人的“管住嘴”有所不

同。儿童青少年处于发育阶段，大多数

情况不强调单纯“节食”，而是更注重

引导家长帮助儿童从小养成健康的饮

食习惯。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对孩

子的影响。儿童天生偏好甜食，过早适

应含糖食物，成年后他们就会更喜欢

甜食。现在市面上含糖饮料很多。有些

含糖饮料，广告宣传含有对儿童健康

有益的益生菌，但实际上食品中的成

分并没有达到医学上的健康效益，甚

至因为含糖量过高对儿童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这些广告宣传会对家长和孩

子产生误导。因此需要加强对含糖食

品、饮料及其宣传的监管。

我们也关注到一些国家在推行糖

税，对含糖的饮料食物加税提高价格，

增税部分用来改善公共设施，促进儿

童健康。我国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切实有效的综合举措，在人群层面

解决肥胖控制及相关问题。

记者：据您了解，目前儿童青少年的

运动量如何？如何督促儿童“迈开腿”？

江帆：我们团队特别关注生活方式

对儿童健康的影响，主要研究“睡”和

“动”的问题。不同年龄儿童生活方式

的风险有不同特点。

年幼儿童天生好动，但手机、平板

电脑、电视等电子设备的吸引成为久

坐的最大风险。以上海数据为例，有近

75%的 3 岁儿童屏幕暴露时间超过 1

小时。由此可见，久坐行为在低龄儿童

中非常普遍。该数据和发达国家接近，

这种不良生活方式已成为全球面临的

挑战。

屏幕暴露不仅会导致孩子视力问

题，与屏幕暴露相伴的久坐还会导致

肥胖等代谢问题，甚至对儿童脑智心

理健康产生影响。我们最新研究发现，

3 岁前屏幕过度暴露会直接影响孩子

大脑前额叶的功能，对孩子的认知发

育和心理行为都会产生不良影响。2

岁以前要避免接触屏幕，2 岁以上儿

童屏幕使用时间要限制，增加户外活

动时间。

对于学龄儿童和青少年，除了屏

幕暴露，课业负担是久坐以及身体活

动不足的最大风险。我国积极推行的

“双减”政策，其目的就是希望孩子能

有时间参加其他有益活动，尤其是户

外活动。有效安排孩子作息不仅对其

身体有益，对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也

有益。这一系列工作不仅需要国家出

台政策，还需要学校落地政策，更需

要家长配合，这样才能让孩子真正

“迈开腿”。

记者：据您了解，学校在加强学生

体育活动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江帆：教育部明确规定，所有学校

都要安排学生每天进行一个小时户外

活动，即“阳光活动一小时”。现在越来

越多的学校开始重视阳光活动一小

时，最近我看到人们呼吁课间 10 分钟

让孩子真正动起来，我觉得这是非常

好的行动。

这些工作要明确儿童青少年是主

体，要激发孩子的积极性。孩子不愿意

动，再多政策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运

动要成为年轻群体的时尚，帮助他们从

小建立身体活动的良好习惯，同时社

区、学校提供更多适合儿童、能够激发

儿童动起来的环境。例如，把楼梯设计

成钢琴琴键，孩子就会更愿意走楼梯。

学校和社区要提供更多适合儿童青少

年的活动场地。

应对超重，要“管住嘴、迈开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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