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癌症已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

主要威胁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指出，

40%的癌症可以预防，40%的癌症可以

治愈，20%的癌症可以通过治疗延长生

命。预防和治疗的有机结合是确保癌

症防治效果的关键。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于

金明建议，加快建立完善的“医防结

合”肿瘤防治模式。

于金明提到，癌症防治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筛查，筛查和早诊早治不仅效果好、

花费也少，而且还减轻了病人的痛苦。因

此，他建议，建立癌症筛查和早诊早治的

长效机制，探索将癌症筛查纳入医保；同

时，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癌症筛查和早诊早

治指南，并开展大规模人群队列研究，进

一步提高肿瘤防治水平。

“肿瘤患者往往只有一次最佳治疗

机会，如果因为误诊误治导致病情进展

至中晚期，再进行‘打补丁’式的治疗，花

费再多人力、物力和财力也难以挽救。”

在于金明看来，大力推广和普及肿瘤规

范诊疗尤为关键。他建议，进一步加大多

学科诊疗推广力度，构建肿瘤规范诊疗

协作平台和网络。

于金明还提出，要推进肿瘤信息互

联共享平台建设，加快建立跨部门、跨

领域，统一归口的肿瘤信息数据共享平

台，开展癌症防治效果的长期跟踪分

析，充分利用大数据资源，加速人工智

能和智慧医疗技术在肿瘤防治领域的

转化应用，这样才能不断提升临床实践

的个体化、精准化和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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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4日，我国正式进入“两会时间”。

2023年全国两会，定会寻求破题的“最大公约

数”，画出治理的“最大同心圆”，持续增进民生

福祉，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医药卫生依然是两会的热议话题之

一。为了及时传递医药卫生领域全国人大

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声音，使代表、委员

所关心呼吁的问题引起更广泛的关注与思

考，促进医药卫生领域的良性发展，助力健

康中国建设，编辑部对部分代表、委员的议

案、提案进行了提炼，以传递代表、委员对卫

生健康行业的所思所想，供广大读者了解。

《2022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以下简称《年鉴》）统计，截至 2021 年

底，全国 49 万个行政村共设 59.9 万个

村卫生室，村卫生室工作人员 136.3 万

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47.6万人、注

册护士 19.3万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

69.1万人。根据《年鉴》，村医平均每个

村不到两个，并且还在以每年 5 万人

左右的数量锐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

程京表示，乡村医疗卫生人才资源短

缺，主要问题集中在几方面，一是村

医年龄结构偏大，老龄化现象普遍；

二是村医的待遇较低，造成年富力强

的村医流失；三是工作强度大，大中

专医学院校毕业生不愿意进入村卫生

室工作；四是学历偏低，村医中专及

以下占 60%，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

6.7%，村医整体素质不高。此外，乡村

卫生所、医疗室缺乏必要而精密的医

疗器械，诊疗能力有限，难以解决村

民健康问题。

程京建议，应重点关注农村医疗卫

生薄弱问题，加大力度提升农村基本

医疗卫生保障水平，立足村镇基层和

社区，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

科技手段，改善乡村医疗设施条件，提

升服务能力，以全面解决广大乡村基

层人民的健康问题为导向，构建符合

中国国情的“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

中西药并用”的人民健康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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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药材是中医临床用药中起关键

作用的重要物质。我国濒危动物药材有

17种，濒危植物药材有 68种。

“这些濒危药材几千年来在临床上

一直用于急症、重症和慢性病的治疗，

具有疗效确切、起效快、作用强等特

点，为 100余种名优中成药和 300余种

经典名方的君药或主要药味。”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说，濒

危药材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中起着

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张伯礼认为，必须加快开展濒危药

材原创替代品的研制、审评注册和产业

化，攻克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

利好消息是，现代科学技术为濒危药

材独特疗效物质（具有临床价值的物质）

和原创替代品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

好机遇。有机化学、药物化学、药理学、化学

生物学、合成生物学等学科的长足发展

及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使得濒危药材独

特疗效物质（具有临床价值的物质）和原

创替代品的研制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

“可以说，濒危药材原创替代品研究具备

了更好的科学基础。”张伯礼说。

濒危药材尤其是濒危动物药材原创

替代品研究，经过科学家 40余年的努力，

在技术与方法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伴随医药健康事

业的发展，使用量逐年增大，濒危药材原

创替代品的研究成果不能满足并保证中

医临床用药，濒危物种有扩大趋势。”张伯

礼说。

为此，张伯礼进一步建议，国家制

定清晰明确的法规、行政规定、产业政

策，支持与鼓励全社会的团体、个人、

企业等从事濒危药材原创替代品研究

开发事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

濒危药材原创替代品注册与研究的政

策依据、技术流程、评价体系和注册办

法等技术指导文件，推动该项工作健

康可持续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

持濒危药材替代品基础研究，为我国

走出一条既保护又利用的路子提供科

学支持。

张伯礼

加快开展濒危药材原创替代品研制

张伯礼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工程院院士

代表委员热议“医”事

程京

应重点关注农村医疗卫生的薄弱问题
改善乡村医疗设施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