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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科中青年医生创意科普论坛项目启动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人体健康科

技促进会（以下简称健科会）主办的皮

肤科中青年医生创意科普论坛项目

（以下简称项目）在北京启动。项目特

邀中国医学科学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

作为业务指导单位。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

心健康保障研究部副主任郝晓宁，中国

科普研究所科学素质研究室主任高宏

斌，中国医学科学院健康科普研究中心

主任、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张

凌，中国科学报社副总编辑张明伟，中

华医学会专家委员会副秘书长唐芹，健

科会党支部书记兼秘书长夏岑灿等共

同出席项目启动仪式。北京大学人民

医院皮肤科教授张建中，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皮肤科主任高

兴华担任大会主席。

郝晓宁在致辞中表示，“健康传播

有两重意义，一重意义是让大众树立起

主动维护健康的意识，提高全民健康水

平；另一重意义是要将先进的科学知识

和手段传递给基层医生，让他们承担起

守护百姓健康的职责。”

张凌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对健康科

普知识的需求特别强烈，然而具有权威

性同时传播性好的科普内容是非常稀

缺的资源。本项目将权威的科普知识

进行创作、创新，加强传播，满足广大

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是非常有价值

的工作。

唐芹从宏观政策的角度鼓励青年

科普工作者。她表示，从事科普工作一

定会大有作为，同时，科普工作任重而

道远。“医院是健康科普的主战场，医

务工作者是医学科普的主力军。从事

健康科普与从事科学研究具有同等重

要的价值，我们要用专业的水平做专

业的科普。”

张明伟表示，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的

推进，健康科普作为科学普及的重要分

支之一，在学术研究和公共领域中越来

越受到重视。在大健康背景下，开展健

康科普不仅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需

要，也是普及医学健康信息、倡导健康

生活方式、提高公众健康素养、建立和

谐医患关系、推进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

的有效举措。

张建中指出，医生做科普不是可有

可无的“选择项”，而是“必选项”，尤其

是大医院的医生、专家，要承担起科普

的责任。“互联网时代，各种信息鱼龙混

杂，如果我们正规的医生、青年才俊们不

去做科普，那么假消息或谣言就会占领

高地，误导群众。所以我们一定要普及

权威的科普知识。”张建中举例，很多

皮肤科病人在门诊中都会问到“忌口”

问题，甚至为了忌口导致营养不良。

“忌口”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事

实上，绝大部分的忌口是没有依据的。

高兴华认为，患者也是医生的老

师，在与患者的交流过程中，医生一方

面是为患者解除病痛，另一方面可以

获取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作为医生科普

创新的“原点”，激发医生科普的热情

和思路。

随后，健科会秘书长助理兼健康管

理中心主任刘黛西对项目进行了详细

介绍。她提到，本项目是为响应国家政

策，号召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关注群众健

康、开展健康传播工作而发起的，希望

能够激发广大皮肤科青年医生积极参

与群众健康教育创作与传播的热情，

提升其健康传播能力，进而更好地服务

患者及公众，为青年医生风采“加油”，

为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加油”，为健康

中国建设“加油”。

据介绍，该项目在 2024 年度内，

将在全国范围内设立 4 个选区，覆盖

25 个城市或地区联动，围绕皮肤疾病

的科学知识、防治方法、医学保健措施

和健康理念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

科普评选。参与人员由各大选区通过

分论坛遴选进入全国论坛，全国论坛

将于北京举行。

启动仪式后，中日友好医院副院

长、皮肤科主任崔勇作题为《健康之桥

奔赴山海———中日友好医院健康传播

创新路径》的报告，分享了中日友好医

院健康传播的实践。在随后的“大咖之

言，洞见未来”主题对话环节，北京大学

第三医院皮肤科主任张春雷、广州市妇

女儿童医疗中心皮肤科主任医师陈谨

萍、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皮肤

性病科主任栗玉珍分别从自身角度解读

了皮肤科的科普方向、儿童皮肤健康知

识普及以及治疗皮肤病的创新药物。

在科普创意秀环节，上海市东方医

院（北院）皮肤科主任徐楠、暨南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胡云峰、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皮肤科 /

美容科主任医师张斌、中日友好医院皮

肤科副主任杨顶权各自展示了精彩的

科普创意。

最后，夏岑灿总结道，“做科普工

作，要将科学变成老百姓听得懂、学得

会、用得上的内容。我们要坚守初心、

锚定航向，以知识丰满实践羽翼，构筑

起坚实的科普体系。”同时他重点强调

了做科普工作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

作的正确方向，要警惕科普领域的意识

形态问题和价值引领问题，要以更加强

大的正能量构建清朗健康的科普传播

环境。 （丁思月）

本报讯 近日，在《以健康驱动空气

污染与气候变化协同治理———科学研

究证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会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表示，“过去 10

年，中国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取得了积

极的进展，也带来了可观的健康收益。

适时启动空气质量标准修订，加强标准

的引领和驱动作用，将有助于持续改善

空气质量与公众健康。”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

研究院研究员吴丰昌强调，环境基准

和标准研究应当与时俱进，从空气污

染、气候变化与环境健康交互影响的

角度开展新探索，“持续的科学研究

和动态的政策更新，将让我国在应对

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挑战时更加灵

活有效，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更多中

国智慧”。

报告强调，气候变化正在通过多

种途径影响和加剧健康风险，除了热

浪、寒潮、洪涝、干旱和台风等极端气

象事件带来的直接影响，还会通过改

变传染病媒介生物的分布、造成粮食

减产、恶化空气质量等间接方式威胁

人类健康。

“中国必须优先采取气候行动，以

应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日益增长的健

康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媒

生物首席专家刘起勇指出。

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不仅具有“同

源”的特征，也都会通过不同方式对健

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还存在

复杂关联和交互作用。复旦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教授阚海东表示，报告聚焦

健康驱动空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协同

治理，提出了有针对性的科学证据与

建议，对未来我国乃至全球环境治理具

有重要参考价值。 （田瑞颖）

专家建议适时启动空气质量标准修订

启动仪式。 健科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