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 促 进 中 国 医 疗 卫 生 事 业 的 发 展 、 促 进 医 学 科 学 交

流、提高医学研究和实践水平，唤起全社会对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的关注和重视，提高全民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素养水

平，从整体上推进我国的慢病防控事业发展，在阿斯利康中

国（以下称“公益支持方”）自愿支持下，新探健康发展研

究中心计划于2015年11月15日至2019年7月31日在中国大

陆共计31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主办开展主题为“健

康中国行—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专项行动”的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截止目前，项目已经开展近半

年，取得了部分阶段性的成果。现将项目开展实施情况总结

汇报如下：

  

       为了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第14个世界慢阻肺日来临

之际，项目启动仪式于11月15日在北京园博园举行。为呼

吁大众关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主办方别出心裁，在启动仪

式上策划了一场近2000志愿者“挑战世界上最大人体肺器

官拼图”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活动并获得成功，引起社会

的极大关注，活动结束后一周内，“千人拼肺图”等关键词

仅百度检索条数就达131万条。

阶段工作总结
（2015年11月15日-2016年6月）

健康中国⾏

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呼吸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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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会圆满召开，形成巨⼤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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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仪式新颖的形式，精彩的内容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兴

趣 ， 参 与 本 次 活 动 报 道 的 媒 体 覆 盖 电 视 （ 如CC T V - 1，

CCTV-13）、报纸（如人民日报、健康报）、网络（如新

华网、中国新闻网、新浪、搜狐）、微博、微信、视频等全

媒体形式，地域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和全国各

省份，澳门日报、大公网等港澳媒体也进行了转载报道。

另据第三方机构应用新生代全媒体舆情监测系统监测统

计：2015年11月15日-11月24日，平面、网络、微博、微

信、电视、网络视频 （广播未纳入监测范围）六类媒体关于

启动会的信息总数为955频次，平面30频次；网络655频次；

微博171频次；微信81频次；电视11频次；视频7频次。报道

总篇幅/时长为：网络报道816310字，微信105965字，电视

报道21.53分钟。其中，仅平面媒体基本覆盖人数就达到

1 5 , 5 4 6 , 0 0 0  （ 不 计 入 传 阅 率 ） ， 微 博 影 响 人 次

14,276,194，综合考虑电视媒体CCTV-1晚间新闻收视率居

全国新闻类节目前十，新闻频道收视率高达3%，以及各大网

络、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力，启动会总影响人次预计远超1亿。

       启动会当天，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国家卫生计生委

疾控局、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

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院协会、中国社区卫生协会、中国健

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农村卫生协会、中国控制吸烟协

会、中国县级医院联盟以及公益支持方等单位14位领导嘉

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新浪、腾讯等40余家

国内知名媒体代表，来自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微众汇爱心

公益联盟、北京义工联、北京化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

京建筑大学、北京印刷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天津

财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公益组织、高校2000余名志愿者

共同参与见证了一次形式新颖而颇具意义的启动会（图1）。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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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媒体与调性分布图（图2）可以看出，媒体传播的总

体调性积极而客观，对活动实施了有效的传播。平面、网

络、微博、微信、电视、视频均在积极客观传播项目的意义

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相关知识点。网络新媒体中虽然存在

极少量争议，但关注或争论的焦点在于吉尼斯挑战的形式而

非活动本身，这种无伤大雅的争议反而一定程度上使得社会

大众更加关注行动，促成了其对“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或者

“慢阻肺”等相关名词的认知。

总体而言，通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效的结合，形成了

一个立体并深入化的全媒体平台，使得本次活动传播效果最

大化，收获到了预期的效果。 

结合项目传播的人群特点，结合项目传播需求，项目组

组织专家论证开发了两个版本的60秒公益广告和5分钟的慢

阻肺病防治短片。

一是经过多方协调，争取到前央视新闻联播主播郎永淳

先生的大力支持，邀请其担任项目健康宣传员，经过精心策

划拍摄了一个形式新颖、内容实用的“翻书式”公益广告

（图3），并结合传播渠道特征，剪辑为两个版本。该公益

广告重点通过呼吁大众关注慢阻肺和哮喘两类主要的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提升大众相关疾病的防病治病意识。

二 是 为 了 进 一 步 传 播 具 体 的 核 心 防 治 知 识 要

点，使得公众了解针对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切实可用

的防治技巧。项目组精心策划了一个防治短片（图

4），短片中有社会大众对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

认知调查，更有著名呼吸疾病专家王辰院士、孙铁

英教授、姚婉贞教授对此类疾病病因、预防和治疗

等关键知识的深入解读。

短片在项目启动会上首次播出，获得了与会嘉

宾的一致好评。在随后的18日世界慢阻肺日，第七

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等节点更是作为活动宣传材

料，进行了延续传播。

（图3）

⼆、开发出新颖的视频传播材料

(5分钟防治短片)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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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系列视频材料外，还结合项目进度与节点，开发了海

报、宣传手册、启动会总结报告等平面宣传材料（图5-6）。

       项目海报推陈出新分为三个版本：一是郎永淳拍摄的慢阻

肺病宣传海报，主要为了呼吁大众提高对慢阻肺病等慢性呼吸

系统的防治意识；二是新型的控烟海报；考虑到吸烟与慢阻肺

病的关系密切，为了增强防治知识传播的人群针对性，项目组

与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联合开发了新型的控烟海报-“禁止吸

烟”警示海报和健康宣传员郎永淳宣传防治慢阻肺公益海报相

结合。三是启动会“千人拼肺”活动形象海报，海报主题为倡

导关注肺功能，像量血压一样定期检测肺功能。

     总结报告主要对项目启动会情况以图文形式进行了详

细的总结，客观呈现了活动会初步取得的效果。宣传手册

则是简明扼要地呈现项目启动会的核心精彩内容，并根据

项目进展不定期动态更新制作，目前已制作出两个版本。

      为了更好地开展行动传播，立体展现行动的效果，项目组

设立了全民慢病防治素养促进行动的微信公众号和呼吸专项行

动的专题网页(图7)，并派专人维护。当前微信公众号订阅关

注人数已超过2000人，专题网页也在动态更新中，通过微信

和网页面向行业内外全面展示行动的风采，传递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防治相关知识点。此外，结合线上传播的特点，依托中国

慢病管理网庞大的微博粉丝群，项目组以行动名义组织发起了

一次转发微博有奖互动活动，短短三天时间就吸引了1440人

参与活动，使行动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三、开发出新颖的平⾯传播材料

四、线上传播载体开发和活动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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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前期紧锣密鼓的筹备，2016年３月９日起，13万

份新型的控烟海报分发到北京市控烟协会各区志愿手中，

开始陆续在海淀、朝阳、延庆、昌平、大兴、房山、丰台

等区域公共场所张贴（图8）。 跟随着控烟志愿者的身

影，这张“全新”控烟海报出现在商场、写字楼、饭店、

地铁等公共场所的醒目位置，警示“禁止吸烟”标识，宣

传吸烟能导致人患上慢阻肺等呼吸系统疾病的健教口号，

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健康传播形式。

     为了进一步扩大项目的教育面，3月，经过项目组与朝阳区

社区卫生服务管理中心密切沟通后，1000 份新型海报同步开始

在社管中心45家社区中心和11家独立社区站集中投放。

     2016年5月31日第2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计生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无烟北京  健康中国”2016年世

界无烟日暨《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一周年宣传活动，

国家卫生计生委崔丽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相关领导、世

界卫生组织代表、著名演员黄轩和周海媚等悉数到场，共

500余人出席活动，这款“新型控烟海报”频频亮相，得以

充分展示。一是在鸟巢LED大屏幕上播放的控烟工作视频中

多次呈现（图9）；二是体现海报和志愿者风采的展板在鸟

巢主活动现场展示，吸引了现场的活动参与者纷纷驻足合影

（图10）。

五、线下传播⽕热开展

1、13.1万份新型“控烟海报”全北京投放

1.2朝阳社区卫生服务系统投放

1.3北京市控烟纪念活动宣传

1.1区（县）公共场所投放

（图8）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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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人群传播覆盖

        启动会后，项目组第一时间将启动会的总结报告抄报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以及支持

单位，使项目的影响力直接到达国家政策制定机构和相关

专业技术单位；其次，把握住2015年11月中国慢性病大

会的契机，火速印制第一个版本500份项目宣传手册在   

“呼吸疾病预防与控制分论坛”、“慢性病健康管理分论

坛”面向与会代表派发，在全国的慢病管理专业人群中产

生了良好的影响。

���������3、郎永淳海报各地投放

       第一批3000份海报已在广东、山东、浙江、四川、

重庆等省（市）根据需求进行投放。

        为了进一步提升慢病管理专业人员对于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的关注度，项目组携手今日头条、杏树林、好医生等

知名媒体平台，就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宣传展开深入合

作。结合项目和各个平台特点，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慢阻

肺、哮喘等相关疾病的管理案例征集，患者人群大数据分

析等活动，并邀请权威专家进行评审和解读，借助中国慢

病管理大会平台进行了分享传播（图11）,各家合作媒体

借助自身资源渠道对活动纷纷进行了高频次的传播。

11

六、媒体合作传播

（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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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术会议传播

（图11）

       中国慢病管理大会是我国慢病管理领域重要的年度交流

盛宴和品牌，与会代表涵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学会协

会、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基层医疗机构、各级医院、健康教

育机构、企事业单位、医学院校、媒体企业等众多领域。本

届大会规模达1800余人，通过形象展示、内容植入、主题

报告等形式（图12-16）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对项目及项目

公益支持方进行了全方位的宣传和展示。同时行动相关内容

在大会会前预热、会中会后媒体宣传报道中也得以借势传

播。

1、日程背板及大会主会场主logo形象宣传

（图12）

（图13）

   2、主会场15分钟主题报告全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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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将完成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素养工具包的开

发，在全国近千家医院和3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放工

具包，张贴宣传海报。同步开展一系列相关落地活动，包

括：健康巡讲、社区大讲堂、健康大巴、义诊咨询，结合

线上线下的宣传活动，提升项目覆盖人群对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的认知率和防治素养水平。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

六、媒体合作传播

⼋、下⼀步⼯作
3、主会场呼吸操20分钟内容及理念植入

（图14）

4、主会场入口巨幅郎永淳海报展示

（图15）

（图16）

5、新版宣传手册、会刊发放给所有与会代表

14



17

投放⼯作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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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送：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   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

      抄送：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健

康教育中心；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医院协

会；中国社区卫生协会；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中国农村

卫生协会；中国控制吸烟协会；世界健康基金会/中国呼吸疾病

联盟；中国县级医院联盟

         校对：陈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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