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 30多年，我国儿童青少年的

健康状况在政策保障、科技支撑等全面

布局下取得了快速而积极的进展。但随

着生育率下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日益严重，我们必须思考青少年健康需

求以及未来发展福祉这一深刻问题。”

近日，在中国儿童青少年健康发展研讨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

副校长乔杰表示。

生育率的持续低迷值得关注

目前，中国是仅次于印度的人口

第二大国，6~19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达

2.31亿。然而，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

政府必须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儿童

数量减少的挑战，同时考虑经济增长与

环境可持续性之间的微妙关系。

近年来，生育意愿低迷、育龄人口

减少等现象常被提及。此外，晚婚晚

育、不良生活方式、生殖健康保护缺

失、不孕不育等诸多因素，都使得人口

生育力水平呈持续衰减状态。

“作为一个国家的基础性、全局性

和战略性问题，人口结构的良性、均衡

发展是保障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

心支撑。”乔杰表示，生育总和达到 2.1

才能完成一个世代更替，而我国当前

总和生育率跌破警戒线至 1.3。

生育率的持续低迷确实是一个值

得关注的问题。乔杰认为，其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一方面，社会经济因素如高

房价、高育儿成本和教育压力，使得年

轻人不愿意生育更多的孩子。现代女

性在职业发展方面有更多的追求，生

育与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使得许多女

性选择推迟或减少生育。

另一方面，政策的调整需要时间

才能见效，且单纯的生育政策松绑未

必能改变生育行为，还需要综合采取

住房、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支持措

施。年轻一代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

更注重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这一观

念的转变对生育率的影响深远。

“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通过逐步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育儿支持

政策和生育力保存保障体系等，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生育率。”乔杰表示。

勇于创新将科研成果推向国际

今年 4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宋逸研

究员和马军教授发表在《柳叶刀》的文章

指出，在中国，受传统儒家价值观、对教

育竞争的重视、家庭期望和就业压力的

综合影响，学业上的成功非常重要这种

价值观给在校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再加上卫生知识普及程度低和身体素质

不高，也会给学生造成情绪困扰和精神

障碍。虽然最严格的教育政策试图减轻

过多的家庭作业和私人辅导的负担，但

是这项政策的实施仍然充满挑战。

上述这些现象也引起了科研工作

者的关注。他们主要围绕青少年抑郁

和焦虑等问题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以

及发病机制、早期筛查与干预方法等

相关研究。同时，一些网络成瘾、电子

游戏成瘾及过度使用电子设备对青少

年心理健康影响的相关分析研究也陆

续开展。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聚焦社交

媒体、家庭功能、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

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那么，科研工作者如何将研究走

向国际化？乔杰建议，首先，保持对科

学研究的热情和好奇心，勇于探索未

知领域，敢于提出新假设和新思路，积

极参与科研项目，注重跨学科的知识

积累和融合，提升创新能力。其次，在

注重科研方法和技术的学习、掌握先

进的研究工具和手段的同时，坚持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培养国际化视野，关

注国际前沿研究动态，积极参与国际

学术交流。最后，还要注重团队合作，

积极参与团队科研活动，共同攻克科

研难题。遵守科学研究的诚信和道德

标准，遵循科研伦理规范。

“科研工作需要积累，需要下苦功

夫，厚积而薄发。每一项前沿科技创新

背后，都有着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

板凳’的韧性和勇气，都不乏不计得

失、孤独前行的身影。”乔杰期望，青年

科研工作者要有使命感，勇于创新，因

为机遇属于勇于创新、永不自满者。

乔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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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杰：破解生育意愿低迷困境须多方发力
因本报记者 张思玮

本报讯 为规范人类基因组编辑研

究行为，促进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健康发

展，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分委员

会研究编制并于近日发布了《人类基因组

编辑研究伦理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供

相关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参考使用。

指引指出，基因组编辑技术快速发

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生物医学研究，并

为诊断、治疗和预防遗传性疾病提供了新

的手段。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涉及对人遗

传物质的改变，风险难以预测，不仅关乎

人类个体的尊严和福祉，还可能引发一系

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对人类社会造

成显著而深远的影响。因此，为规范人类

基因组编辑研究行为，促进人类基因组编

辑研究健康发展，研究制定了指引。

在基本原则上，指引指出，增进人

类福祉和促进社会繁荣是人类基因组

编辑研究的原动力，也是人类基因组编

辑的首要原则。开展人类基因组编辑研

究活动应尊重人的尊严，保障研究参与

者的知情权、隐私权和自主决定权等基

本权益。开展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必须

审慎评估人类基因组编辑技术的使用条

件，充分考虑其研究应用的科学价值与

社会价值，并重点关注潜在风险。同时，

要做到公平公正和公开透明。（李羽壮）

《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伦理指引》发布

院士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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