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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不仅增加心

血管疾病、糖尿病和

肿瘤风险，还带来沉

重的社会经济负担。

应对这一挑战，需采

取“预防为主、科学管

理”的策略，包括平衡

膳食、规律运动和体

重监测。

传统干预手段效

果有限，而精准医学

为代谢异常管理指明

了新方向。

营养精准干预强

调个体化饮食模式。

地中海饮食、终止高血

压饮食、低碳水和限时

饮食是主流方案。

基于基因检测的

个性化营养成为突破

点———全球首款代谢

干预基因芯片可筛查

32 个相关位点，指导

精准膳食。连续血糖

监测技术则能动态优

化饮食结构，减少餐

后血糖波动。

运动干预需结合有氧与抗阻训

练，中等强度以上运动可显著改善代

谢指标。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等机构通过

综合评估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提升

干预效率。

此外，肠道菌群调控展现出巨大

潜力，稳定的微生物组可影响能量代

谢，粪菌移植等干预手段为食物不耐

受型肥胖提供新疗法。

未来，整合基因检测、动态代谢

监测、菌群调节和数字疗法的多维精

准干预，将突破传统模式效率低、依

从性差的瓶颈，为肥胖防治提供更科

学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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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

将“健康体检与管理

质控指标”纳入三甲

医院评审标准，标志

着健康管理正式成

为医疗质量核心评

价维度。

四川省人民医院

在健康管理专科建设

方面探索出一套创新

实践方案：通过将健

康管理科纳入临床科

室质控体系，构建了

院科两级质控网络，

重点围绕 18 项核心

制度建立专项评价

表，包括体检报告分

级审核、疑难病例讨

论、异常结果管理、隐

私保护等关键环节，

实现了从粗放式规模

扩张向精细化质量管

理的转型。

这一改革具有深

远意义：

一方面提升了健

康管理学科地位，推动服务流程优化

和技术创新。

另一方面通过“评审指挥棒”效

应，促进多学科协作和全程健康管理

发展。

四川省质控中心已率先对健康

体检 7 项核心指标实施动态监测，通

过制度化管理（如医疗安全不良事件

报告、耗材三级点评等）切实保障服

务质量。

从长远看，该政策将引导行业从

单纯体检服务向全生命周期健康干

预转型，使健康管理真正成为医疗体

系的重要支柱，为全民健康水平提升

提供制度保障，为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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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磁医学代表着医

疗诊断技术的革命性突

破。通过自主创新研发

的超高灵敏极弱磁场医

学成像技术，正在重塑

医学诊断的精度边界。

这项具有颠覆性意义的

科研攻关遵循严格的转

化路径：首先建立了符

合国际标准的临床试验

体系，已完成超过 2000

例的多中心、双盲对照

研究，验证了技术对人

体无创、无辐射的安全

特性。

这项技术的核心价

值在于：第一，它实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无创检

测。通过量子传感器捕

捉人体发出的极微弱磁

信号，能够在不接触人

体的情况下，获取传统

手段难以获得的功能信

息。第二，它具有显著的

早期诊断优势。以心磁

成像为例，可让心肌缺

血的检出时间提前数

月，这对挽救患者生命

至关重要。

这项研究充分体现了多学科交叉

的创新优势。物理学提供了测量手段，

医学赋予了应用场景，而工程学实现

了技术转化。相信未来该技术将推动

心脏疾病筛查从“有创造影”向“无创

早期检测”转型，并延伸至脑疾病、肿

瘤筛查领域。

依托国家重大专项支持，我国在

超高灵敏磁测量技术领域已实现国

际领跑，相关技术将逐步实现“医院

- 社区 - 家庭”三级覆盖，形成心

梗、脑卒中等重大疾病的“中国诊疗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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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医疗实践

中，我们长期面临着

医院模式受限、医生

考核机制不合理、患

者依从性差、医保负

担加重等系统性难

题。针对这些痛点，

我们创新性地提出

了慢病管理服务包

解决方案。它不是一

个简单的服务项目，

而是一套涵盖筛查

评估、管理方案、流

程管理和效果评价

四大核心模型的标

准化管理体系。

该模式以患者为

中心，通过个性化服

务包设计、动态健康

评估和阶梯式激励措

施提升患者依从性；

以医院为支撑，整合

多学科资源，推动从

被动治疗到主动健康

管理的服务转型；以

医保可持续为目标，

通过规范化疾病管理和早期干预减

少远期医疗支出。在具体实施中，重

点突破筹备关（联合相关科室制定

政策）、签约关（优化签约流程）和履

约关（定期随访与效果评估）三大关

键环节，借助数字化手段确保健康

管理的精准性和可持续性。

目前，该模式已在香河、庐江等

地试点并取得显著成效，单月签约

量超 500 人，患者复诊率大幅提升，

充分证明了其在改善健康结局、优

化资源配置方面的多重价值。这一

创新模式为县域慢病管理提供了可

复制、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将有力推

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

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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