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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肥胖人群越来越多，成年人中

50%以上的人属于超重肥胖，肥胖人群上

升的比例甚至超过超重人群的比例。”在

近日于北京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肥胖大会

（COC2023）上，会议主席、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张忠涛表示，肥

胖症给全球带来巨大的疾病和经济负担，

并成为我国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预计到

2030年，我国超重肥胖相关卫生支出将

占到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 22%左右。

与会专家表示，肥胖作为独立的慢

性疾病及其他众多慢性疾病的重要致病

因素之一，其防治应提升至国家战略层

面，这对于健康中国建设意义重大。

两方面的挑战

“接受手术的各年龄段、全性别肥

胖人群均存在营养不良”“在各年龄段

中，男性的 2 型糖尿病、脂肪性肝病等

患病率占比均高于女性”“对于肥胖合

并 2 型糖尿病，应采用‘减重为中心的

降糖治疗’”“除了体重，我们更应关注

这个人群的合并疾病”……

基于对 20 余个省份、80 余家中心

的 2万余例患者的分析，会上首次发布

了减重与代谢外科 5年数据报告。

“我国减重与代谢外科患者数量达

到第一个万例从 2018 年到 2021 年用

了 3年时间，而达到第二个万例仅用了

1年。”张忠涛认为，我国减重与代谢外

科建设发展格局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

如何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

布局发展，二是如何提高临床专科诊疗

能力和医疗质量安全水平。

“未来要以多学科融合促进技术创

新发展，健全专科医疗质量安全管理

体系。”张忠涛建议，以前瞻性多中心

临床研究为抓手，聚焦“以疾病为中

心”“以减重为中心的降糖治疗”“创新

减重医疗器械”等维度，提高减重与代

谢外科专科临床诊疗能力。

到营养科就诊的
肥胖患者越来越多

目前，临床上诊断肥胖的依据是以

身体质量指数（BMI）为主，即体重除以

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以千克为计量

单位，身高以米为计量单位。BMI数值

在 18.5～23.9之间，为正常体重；BMI

数值在 24～27.9之间，为超重；而 BMI

大于 27.9则为肥胖。

“在我接诊的患者中，70%以上的

患者 BMI在 30以上，并且这个程度还

在不断加深，BMI50~60 的患者越来越

多。”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教授陈伟说

明了接诊患者的变化情况，并表示近

两年其门诊基本转型为肥胖人群服

务，接诊的大多是因胖生病或因为肥

胖处于危险状态的患者。

大会执行主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

鹏介绍，我国肥胖人群的地域分布不

均衡，由北向南呈递减趋势，北方胖子

偏多，南方胖子较少。“从西方国家的

情况看，减重手术的量和当地肥胖人

口的量呈平行状态，但我国还没有达

到这一点，内陆地区及经济欠发达地

区减重手术的实施量不如沿海地区。”

张鹏认为，建立完备的质量控制体

系，并通过培训将这个体系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可以帮助二、三线城市和有

更多开展减重专业需求的偏远地区医

院健康、规范地实施减重手术，让更多

患者从手术中获益。

迈向深度融合新时代

“肥胖本身就是一种疾病，它还可

以引起其他疾病，而且这些疾病是互

相关联的。因此对于肥胖的治疗及临

床研究需要多学科深度合作。”张忠涛

介绍，2003 年至今，我国已发布 13 部

与肥胖防治相关的共识指南，下一步需

建立从成人到儿童、从内科到外科、从

预防到管理的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体重

管理系统，降低相关疾病发病率。

大会执行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

分泌科主任纪立农谈到，近几年减重药物

的开发有了很大进步，一些药物不仅通过

早期临床研究成功上市，上市后还开展了

长期的心血管保护研究及安全性研究，并

在临床实践中展现出很好的减重效果。

“如何科学规范地使用这些药物，以获得

更好的降糖结局同样值得关注。期待更多

专家投入到肥胖临床研究中，把现有的一

些临床证据转化为实践。”

“很多基础科学研究一定要和产业

侧相配合。”大会共同主席、天津医科

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房中则举例

说，很多专家都在研究肠道菌群和肥胖

的预防、诊疗与干预问题，认为肥胖可

能和肠道菌群密切相关。

陈伟表示，是否存在最佳的减肥膳食

模式以及减肥后体重反弹是临床关注的

两个重点问题，期待尽早把减重生活和产

品开发结合起来，更好转化出针对肥胖人

群的产品，让他们有的吃、知道怎么吃。

“高血压是肥胖的一种表现，这是

我们从学科发展上重新认识肥胖问题

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大会执行主席、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

教授张宇清说，基于这一认知，在治疗

高血压的过程中同时进行生活方式指

导及药物干预可能更加有效，可以更

容易地解决高血压问题。

首例 5G远程微米级眼科手术成功实施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中山大学中山

眼科中心举行的媒体会获悉，该中心教

授林浩添团队联合中山大学计算机学

院教授黄凯团队等多家医、研、产机构

攻关研发的“5G远程微米级眼科手术机

器人”于 6月 23日在海南省眼科医院成

功实施首例 5G远程微米级眼科手术。

“经一个月的术后观察，此次远程

微米级眼科手术安全稳定。”林浩添表

示，“手术的成功实施，意味着依托远

程医疗技术，有望突破我国各地眼科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优质医疗资

源分布不均的时空限制，降低经济成

本，提高救治效率。”

近年来，在中山大学多学科交叉创

新平台的支持下，林浩添团队联合黄

凯团队组成医工交叉创新团队，与广

州市微眸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协同攻

关，自主研发出“5G远程微米级眼科

手术机器人”。

黄凯指出，眼科手术对医生操作的

精确性和稳定性要求极高。然而，受限

于人手的生理震颤和抖动，要达到微

米级的精细稳定操作极富挑战性。

研究团队通过多学科融合、软硬件

协同开发，自主研发出眼科手术机器

人的关键部件———独特的串并联构型

手术机械臂结构。该结构可实现微米

级精度的远程运动中心控制和末端重

复定位。该机器人能够模拟和替代人

手操作，过滤人手震颤和抖动，并通过

5G远程通信技术实现跨时空限制的高

精度手术操作。

“眼科医师借助 5G 通信和超高清

显微立体视觉成像技术，可实时获取低

时延超高清的远程显微手术画面，从而

把握眼内器械深度及运动轨迹。”林浩

添表示，本次广州 -海口跨海手术的成

功开展，验证了“5G远程微米级眼科手

术机器人”系统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未来，研究团队将进一步推动该系

统的落地应用与推广。 （朱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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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中国肥胖大会在京举行，专家呼吁：

肥胖防治应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