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在中华预防医学

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主办

的 2024 年全国疫苗与健康大会上，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李群表示，随着

免疫规划的实施，我国儿童青少年风

疹发病水平明显降低，甲肝发病率显

著下降，乙脑发病率降至历史最低水

平，疫苗可预防传染病防控取得了阶

段性成就。

据悉，自 1978年启动计划免疫以

来，我国免疫规划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效，接种疫苗成为防控传染病最有效、

最经济的措施。目前，我国已建立了覆

盖国家、省、市、县四级的免疫规划监测

管理体系和县、乡、村三级预防接种服

务网络，实现了国家级与省级免疫规划

信息系统的对接和数据交换。“2022年

全球麻疹报告病例数较 2021年有所增

加。近年来中国报告的麻疹发病数达到

极低水平，维持高水平接种率（大于

95%）是关键。”李群说。

李群表示，我国的疫苗接种策略也

在不断调整和完善。比如，根据我国维

持无脊髓灰质炎工作安排，并结合全球

消灭脊灰进展和世界卫生组织建议，

2016年 5月 1日，我国对脊灰疫苗免疫

程序进行第一次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实

施 1 剂次脊灰灭活疫苗和 3 剂次脊灰

减毒活疫苗的免疫程序。2019年 12月

31日，我国对脊灰疫苗免疫程序进行第

二次调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2剂次脊

灰灭活疫苗和 2 剂次脊灰减毒活疫苗

的免疫程序。2023年，邻国巴基斯坦和

阿富汗各报告 6例Ⅰ型脊灰野病毒。印

度尼西亚持续发生Ⅱ型循环疫苗衍生

脊髓灰质炎病毒疫情。为提升人群免疫

水平、防范输入传播风险，经国务院同

意，今年年初，国家疾控局、教育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 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有关人群第二剂次脊髓灰质炎灭

活疫苗补种工作的通知》，对第一次、第

二次脊灰疫苗免疫程序调整期间仅接

种过 1 剂次脊灰灭活疫苗的儿童补种

第二剂次脊灰灭活疫苗。

据悉，国家疾控局下一步将在加强

免疫规划顶层设计、完善循证决策机

制、强化预防接种服务体系、推进接种

信息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提升疫苗接

种率、强化免疫效果评估、改进创新人

才培养机制等方面下大力气，全面推动

免疫规划工作高质量发展。 （苏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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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Science News 王辰：医学教育须与时俱进

近日，以“构建我国现代医学教育

体系”为主题的 2024年中国医学发展

大会在京召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和医学院院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

以《构建我国现代医学教育体系》为题

作主旨报告。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

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医

学卫生健康事业关乎国家安全、经济发

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具有重大意

义。医学教育是医学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的重要基石。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中的部分突出

问题，均可以从医学教育中找到或直接或

间接的原因。故医学教育亟待树立正确观

念，明澈学理，正本清源。”王辰表示。

随后，王辰从医学、卫生、健康的基

本概念及三者的关联出发，指出现代医学

已经发生了从单病到共病、从疾病到健

康、从当下到长远、从个体到群体的转化。

医疗工作需要实现由“以治病为中心”到

“以病人为中心”再到“以人为中心”的转

化，亟待转变观念，明确路径，付诸实施。

科学为现代医学的主流基础，但远

非全部。医学是多学、人学、至学，是一

个独特、综合、巨大的体系。王辰认为，

医学应全面加强与理学、工学、社科、人

文的交融。医学依据重点照护对象分为

临床医学与群医学，以“促防诊控治康

（六域）”及“语药械食居环（六宝）”实施

全方位健康照护，最终实现一同健康、

健康大同。全面、全体、全程是“大医学、

大卫生、大健康”的特征。

在明确以上概念的基础上，王辰提

出新医科建设的首要任务为通过改革

医学教育构建现代医学体系，改善医学

卫生实践。医学教育分为“院校医学教

育、毕业后医学教育、继续医学教育”

“三部曲”，医生的教育与职业发展是一

个连续的整体。

王辰系统回顾了医学教育的历史沿

革和发展趋势。通过系统性地比较国际一

流医学院校的教育模式，北京协和医学院

从 2018年开始启动了“4+4”医学教育模

式，从全球高水平大学招收优秀本科毕业

生，将医科定位在研究生教育，初步实现

了“纳多学科背景者、纳爱医者、纳天下贤

才学医行医传医”的办学初衷。

去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始与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合办“协

和医班”，在本科阶段即引导、吸纳多学

科、爱医学的贤能者学医、行医、传医。

王辰指出，当前医学与医学教育已

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的医学教育需顺应时

势、与时俱进，并提出了我国医学教育改

革的具体建议措施。一是医学专业招生要

适量、限量、减量，医学教育要求资源充

沛，质量为先；二是医学专业设置必须施

行通识教育；三是大力改革医学教学方

式，实施现代医学教育模式，以疾病为关

注点，以健康、人为中心，注重胜任力培

养，建立多学科融通式的课程体系，将人

工智能与医学教育有机结合，并保证医学

专业学生实习质量；四是推动院校教育、

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衔接贯通，将毕业

后医学教育与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并轨施行；五是优化医生职业发展路径，

实行主诊医师负责制，分设职业与学术职

称；六是大力推进医生助理、临床药学、护

理学等专业，优化医院人力资源配置，实

现“灿烂其职业前景、吸引其优秀生源、严

格其培养过程、产出其优秀人才”，为健康

中国建设奠定医学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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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疫苗可预防传染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就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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