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任委员石川教授作报告。 健科会供图

本报讯 为了提高我国精神心理领

域的服务能力，提升精神心理疾病的诊

疗水平，加强我国精神卫生科技转化同

道之间的交流，3月 4日，中国人体健康

科技促进会（以下简称健科会）精神卫生

科技转化专业委员会在京成立。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岳伟华表

示，科学研究、科学转化以及科学普及是

精神卫生从业者的使命，是沟通科学研

究、临床医学和大众健康的重要环节。精

神卫生科技转化专委会的成立为精神卫

生的科学研究、临床医学以及科技转化等

方面搭建了医学与公众的沟通桥梁。

健科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夏岑灿祝

贺并宣读了关于成立精神卫生科技转化

专业委员会及党的工作小组长任命的通

知。夏岑灿表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是

社会稳定的基石，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指

标，精神卫生科技转化专业委员会的成立，

将是推进我国精神卫生科学技术转化的

有力尝试。健科会希望搭建一个为广大医

务医疗科技工作者交流创新成果、发掘应

用价值的平台；一个学术互通，探索本行

业、本领域的新思路、新模式和新方法的平

台；一个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人

性化服务，逐渐缩小我国精神卫生城乡差

距的平台；一个向更高层次，更广阔领域

迈进的平台。他希望专委会在党的全面领

导下，在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为推进健康中

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笃行不怠，为人类精神

卫生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健科会会员组织部沈根兴主任主持

并监督了选举环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

神科主任医师石川教授当选为主任委员，

胡少华、李毅、刘登堂、刘寰忠、宋学勤、谭

淑平、王强、颜志军、朱刚共 9位教授当选

为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由郭小兵教授担任。

随后，石川作专委会筹备工作总结和

工作计划报告。他表示，精神卫生科技转

化专委会的成立是顺势而动，应运而生

的。它不仅关注数字疗法在精神医学中的

应用，还关注科技成果转化的普及推广，致

力于全面提高我国精神疾病的诊疗水平，

为广大的患者以及健康人群提供更多更

好的精神卫生服务。专委会将从政、产、学、

研四个方面开展工作，在协会科研管理部

与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的支持下，在政府和

政策层面积极地参与人工智能、医疗器械

创新合作平台的建设；在产业方面，与精神

卫生相关的企业达成技术合作，联合协会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共同研发高效能的转

化产品；在学校方面，依托各大高校对创新

项目的支持，进行跨学科合作；在研究方

面，推动精神领域与工程设备专业的合作，

立足本专业特长，深耕细作。专委会将发

扬愚公移山的精神，不屈不饶，锐意进取，

推陈出新，为中国的精神卫生科技转化事

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丁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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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接种，远比追求疫苗高价次更重要

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精神卫生科技转化专业委员会成立

近日，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究中

心举办了“我国 HPV疫苗试点进展与宫

颈癌防控”主题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国家

癌症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流

行病学研究室主任赵方辉、IQVIA艾昆

纬管理咨询总监柴研、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高级项目官杜珩以

及相关媒体参与。

“期待通过探讨分享我国 HPV疫苗

接种试点进展、提升适龄女性 HPV疫苗

接种率的策略和建议、HPV疫苗市场与

供应等议题，进一步优化我国宫颈癌防

控策略。”会议主持人、北京大学社会化

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王秀丽说。

要向“预防为主”转变

宫颈癌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女性第四

大恶性肿瘤，已成为夺走我国 15岁至

44岁女性生命的第二大癌症杀手。2020

年，中国有 10.9万新发病例、5.9万死亡

病例，占全球总数五分之一。

当前，医疗资源大多被消耗在宫颈

浸润癌治疗领域，部分病例医疗费用高

达数十万元。“如不改变这一状况，我国

非但难以消除宫颈癌，到本世纪末，宫颈

癌发病率还会上升 3倍。”赵方辉认为，

我国宫颈癌防控策略优化的关键点在

于，要从“治疗为主”向“预防为主”转变，

增加前期投入，尽早在 9~15岁的低年龄

段人群中引入疫苗。

此前，我国部分城市也在积极探索

HPV疫苗接种策略。

2020年 8月，我国首个政府主导的

HPV疫苗免费接种项目在内蒙古鄂尔

多斯市准格尔旗启动。2021年 3月，我

国启动健康城市创新试点工作，鼓励参

与试点的各城市根据自身情况，研究开

展以政府为主导的 HPV疫苗接种工作。

截至目前，首批 15个健康城市中，已有

9 个城市正式启动 HPV疫苗免疫规划

项目。

此外，各个城市在筹资模式、协作模

式上也做了诸多探索。“广东、福建、海

南、西藏等省份也相继开展 HPV疫苗免

费接种。我们应该及时把前期健康城市

试点的工作经验传播出去，更好地引领

HPV疫苗接种工作进一步扩大。”赵方

辉说。

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当前，我国 HPV疫苗接种分布尚存

较大不平衡。

“这意味我们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去

做。”柴研说，预计每年国内两家公司总

产能约 6000万支，但并未开足产能。据

初步预测，2023年，我国二价苗的需求

为 1亿支。从理论上讲，若两家厂商开足

马力，可以在近几年满足多数消费者对

于二价疫苗的需求。以此为基础，预计

2025年之后，我国将迎来宫颈癌疫苗发

展的新阶段。届时，多款国产疫苗将陆续

上市，大大改善我国宫颈癌疫苗整体供

应情况，提高疫苗的可及性。

但这个过程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如

政府不引导，企业会只关注商业市场，将

产能留给高价疫苗和有更高支付能力的

人群，不会优先考虑 9~15岁的重点人

群。”杜珩说，HPV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则

可从根本上解决疫苗质量、供应和价格问

题。政府主导疫苗公共市场，可以让企业

有稳定的大宗订单来源，进而有信心扩大

产能，为保障大规模生产供应，也更愿意

在质控上投入更多研发和人力资源，提高

产品效益。而政府和民众也可以从中获

益，得到质优价廉的宫颈癌疫苗。

继续优化接种策略

2022 年 12 月，世界卫生组织

（WHO）更新了 HPV疫苗立场文件，正

式推荐单剂次程序，单剂次接种程序可以

提供与 2~3剂次相当的保护效果。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率先响应该建议。

对此，杜珩援引相关卫生经济学

研究估算结果称，第二针接种所需要

的总成本可能是第一针的数倍，甚至

更多。根据 WHO 的推荐，在保护效果

相当的情况下，采用单剂次免疫策略，

可以把之前接种第二针的资源用于扩

大疫苗免疫的年龄段，从而预防更多

宫颈癌的发生。

“单剂次程序将对中国产生巨大影

响。”赵方辉认为，由于我国人口众多，政

府必须精打细算，才能把有限的疫苗资

源与地方财政用到最需要保护的人群身

上。根据测算，在现有疫苗资源条件下，

若为获益最高的 14岁年龄女性接种两

剂次，每投入 1美元的卫生费用，将为社

会带来 7~14美元的收益。但如只接种一

剂次，就可把省下的那一剂分配给 20岁

年龄女孩补接种，使得接种率进一步提

高，加快宫颈癌发病率的下降速度。在该

策略下，社会每投入 1美元，将会获得

19~37美元的收益。

“中国有独特的优势，如果能做得更

好、促进得更快，后续也可以帮助其他周

边国家，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实现消除宫

颈癌的目标。”赵方辉呼吁，早接种 HPV

疫苗比等待高价次的疫苗更重要。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