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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妇幼卫生事业的主要成就一、妇幼卫生事业的主要成就

 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妇幼卫生公平性和可及性不断改善妇幼卫生公平性和可及性不断改善

 妇女儿童重大健康问题不断得到解决妇女儿童重大健康问题不断得到解决

 妇幼卫生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妇幼卫生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妇幼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妇幼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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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一）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高

 孕产妇死亡率从1990年的89.0/10万下降到
2014年的21.7/10万，降低了75.6%。

 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从1991年的
50.2‰和61.0‰下降到2014年的8.9‰和
11.7‰，分别降低了82.3%和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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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44和和55。。

 妇女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得到有效防治。妇女儿童常见病、多发病得到有效防治。

 WHO:WHO:中国已中国已消除孕产妇及新生儿破伤风消除孕产妇及新生儿破伤风。。



（二）（二）妇幼卫生公平性和可及性不断改善妇幼卫生公平性和可及性不断改善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普遍开展普遍开展
 保基本、广覆盖保基本、广覆盖
      孕产妇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
      0-60-6岁儿童健康管理：岁儿童健康管理：4-2-2-1-1-14-2-2-1-1-1体检体检
      预防接种预防接种



 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深入实施深入实施
 抓重点、解难点抓重点、解难点
      ““降消降消””项目项目——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

                  同时补助供方和需方同时补助供方和需方

                        财政部认可的财政部认可的““金牌金牌””项目项目
                          2000-20132000-2013年年



 妇女儿童健康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妇女儿童健康保障制度逐步完善。

        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居民医疗保险++新农合新农合
        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白血病、先心病、唇腭裂重大疾病医疗保障：白血病、先心病、唇腭裂
                                                                    苯丙酮尿症、尿道下裂苯丙酮尿症、尿道下裂
                                                                    宫颈癌等宫颈癌等



（三）（三）妇女儿童重大健康问题不断得到解决妇女儿童重大健康问题不断得到解决



 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贫困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贫困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

 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项目

 农村妇女农村妇女““两癌两癌””检查项目检查项目

 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农村妇女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

 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

 地中海贫血防控试点项目地中海贫血防控试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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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妇幼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2012-20152012-2015年，共年，共为为180180万万名贫困地区名贫困地区6-246-24月龄月龄
儿童每天提供一包营养包，共为儿童每天提供一包营养包，共为606606万万  名名贫困地贫困地
区新生儿提供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服务。区新生儿提供免费新生儿疾病筛查服务。



• 2009-2014年，为 57125712万万  农村孕产妇提供住院
分娩补助

•• 我国住院分娩率逐步提高，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我国住院分娩率逐步提高，农村地区尤为明显

99.6%



            预防艾滋病、梅毒母婴传播干预效果显著预防艾滋病、梅毒母婴传播干预效果显著

孕产妇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率均接近100%。

艾滋病母婴传播率下降至6.1%；通过项目实施，共避免 68906890 名儿童感染

艾滋病病毒。先天梅毒年报告病例数明显减少。



（四）妇幼卫生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四）妇幼卫生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中国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中国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1994））及实施办法（及实施办法（20012001））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1995-2000、、2001-20102001-2010、、2011-20202011-2020））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1991-20001991-2000、、2001-20102001-2010、、2011-20202011-2020））

16



《关于做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的意见》（1999年）

《中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和残疾行动计划（2001-2010）》

《关于进一步加强妇幼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2006年）

《妇幼保健机构管理办法》（2006年）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2010年修订）

《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2009年）

 《全国儿童保健工作规范》（2009年） 

《新生儿疾病筛查技术规范》（2010年版）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2012年版）

  新生儿访视技术规范、儿童健康检查服务技术规范、儿童喂养与营养指导技术规范

 儿童营养性疾病管理技术规范、儿童眼及视力保健技术规范、儿童耳及听力保健技术规范

 儿童口腔保健指导技术规范、儿童心理保健技术规范等8个系列技术规范



（五）妇幼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五）妇幼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中国特色的妇幼卫生服务体系中国特色的妇幼卫生服务体系：：

                    以妇幼保健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医疗以妇幼保健机构为核心，以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为基础，以大中型医疗机构和相卫生机构为基础，以大中型医疗机构和相

关科研教学机构为技术支持关科研教学机构为技术支持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是辖区妇幼保健服务的组织者、各级妇幼保健机构是辖区妇幼保健服务的组织者、

管理者和提供者管理者和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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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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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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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妇幼保健机构妇幼保健机构  3144 3144 个个
 妇产医院妇产医院  558 558 个个
 儿童医院儿童医院  96 96 个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3.43.4万万  个个
 乡镇卫生院乡镇卫生院  3.73.7万万  个个
 村卫生室村卫生室  6565万万  个个

 妇幼保健机构人员妇幼保健机构人员  30.830.8万万  人人
 妇产科和儿科执业（助理）医师妇产科和儿科执业（助理）医师  36.936.9万万  人人



实施“妇幼健康服务年”活动

 启动妇幼健康优质服务创建活动

 加强妇幼健康服务机构规范化建设

 开展妇幼健康服务技能竞赛活动

 推进爱婴医院复核

 “妇幼健康中国行”活动

 宣传表扬先进典型



24



 全国妇幼健康技能竞赛



 爱婴医院复核

儿童医院创建爱婴医院工作方案即将印发



 妇幼健康中国行



 宣传表扬先进典型
 先进典型
 先进集体403，先进个人1048

 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标准印发，创建方案近期

印发



二、妇幼卫生事业面临的挑战二、妇幼卫生事业面临的挑战

 妇幼卫生发展不平衡妇幼卫生发展不平衡

 保障母婴安全仍需努力保障母婴安全仍需努力

 妇女儿童健康问题依然突出妇女儿童健康问题依然突出

 出生出生缺陷防治任务严峻缺陷防治任务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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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妇幼健康发展不平衡妇幼健康发展不平衡

 城乡、地区间差距城乡、地区间差距明显。明显。

 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西部地区、贫困地区、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问题问题

突出。突出。

 农村地区以及流动人口中的妇女儿童农村地区以及流动人口中的妇女儿童为重点和难点。为重点和难点。

各省（区、市）住院分娩率分布图



（二）（二）保障母婴安全仍需努力保障母婴安全仍需努力

 孕产妇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

 虽然已经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但近年来高龄、高危孕虽然已经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但近年来高龄、高危孕

产妇比例明显增加，危重救治任务加重。产妇比例明显增加，危重救治任务加重。

 55岁以下岁以下儿童死亡数量仍高居世界第五位儿童死亡数量仍高居世界第五位

 平均每天有平均每天有410410名婴儿、名婴儿、540540名名55岁以下儿童死亡岁以下儿童死亡



（三）（三）妇女儿童健康问题依然突出妇女儿童健康问题依然突出

 儿童儿童白血病白血病、儿童肿瘤等重大疾病。、儿童肿瘤等重大疾病。
 营养性疾病营养性疾病、、心理疾患等心理疾患等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卫生问题。

儿 童 健

康 问 题

营养性疾病营养性疾病 出生窒息出生窒息

出生缺陷出生缺陷

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

肺炎肺炎



（四）（四）出生出生缺陷防治任务严峻缺陷防治任务严峻

20132013年年，出生缺陷在，出生缺陷在全国婴儿死因中的构成比全国婴儿死因中的构成比为为

                                                                                      第第22位位

 2000～2011年全国先天性心脏病发生率趋势1996-2013年出生缺陷发生率



中国妇幼卫生工作方针：中国妇幼卫生工作方针：

          ““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
目的，保健和临床相结合，面向群体、目的，保健和临床相结合，面向群体、
面向基层和预防为主面向基层和预防为主””

三、妇幼卫生事业发展展望三、妇幼卫生事业发展展望三、妇幼卫生事业发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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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目标主要目标
到到20202020年年

 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至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至1313‰‰，婴儿死亡率降低至，婴儿死亡率降低至1010‰‰。。

 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至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至20/1020/10万。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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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思路发展思路

 贯彻落实“一法两纲”

 坚持分类指导，实现协调发展

 实施妇女儿童健康行动计划  



（一）贯彻落实“一法两纲”

 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依法加强妇幼卫生监督管理

 依法提供安全、优质、有效的卫生服务



 《《中国妇女发展纲要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2011-2020年）年）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2011-2020年）年）
              已于已于20112011年年77月月3131日日正式发布正式发布

   妇女与健康、儿童与健康妇女与健康、儿童与健康均被列为首要内容均被列为首要内容

   妇女与健康妇女与健康包括包括  88个主要目标和个主要目标和1111项主要策略措施；项主要策略措施；
          儿童与健康儿童与健康包括包括1414个主要目标和个主要目标和1313项主要策略措施。项主要策略措施。



（二）坚持分类指导，实现协调发展

 关注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
       -- 农村和中、西部地区
       -- 贫困人口、流动人口

 在农村，继续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完善县、乡、村
三级妇幼卫生网络，提高基层妇幼保健服务能力。

 在城市，重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以服务需求为导向，不
断拓宽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实现精细化管理。着重
减少流动人口孕产妇和儿童死亡。



3

1 2

4

行动
计划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
行动计划

妇幼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行动计划

母婴安全行动计划

妇女儿童疾病防治
行动计划

（三）实施妇女儿童健康行动计划



1.  1.  母婴安全行动计划母婴安全行动计划

 继续实施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

 在院前急救网络中加强孕产妇、新生儿急救
能力建设，建立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急救绿
色通道。

 支持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监测网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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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行动计划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行动计划

 开展出生缺陷防治健康教育和社会宣传行动。

 为农村育龄妇女孕前和孕早期免费增补叶酸。

 加强产前诊断能力建设，健全产前诊断网络。

 支持省级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建设，健全筛查
网络，实施贫困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

 支持出生缺陷监测网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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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妇女儿童疾病防治行动计划妇女儿童疾病防治行动计划

 2015年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项目实现全
国全覆盖，稳步推进农村妇女乳腺癌、宫颈癌检查。

 继续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项目。

 不断扩大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范围。

 全面推行农村儿童白血病、先天性心脏病等重大疾病
医疗保障工作，逐步扩大病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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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行动计划

 支持省、市、县三级设置1所政府举办、标准化的
妇幼保健机构。

 加强妇幼保健院和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妇产科、儿
科建设。建设国家级、区域儿童医疗中心。

 推动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建设项目，保障完善生育
政策：加强妇幼健康服务资源配置，配备必要设
备和人员，满足新增妇幼健康服务需求。

 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添置妇幼必要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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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幼卫生事业是一项关乎妇女儿童妇幼卫生事业是一项关乎妇女儿童

健康、家庭幸福、经济社会发展的崇高健康、家庭幸福、经济社会发展的崇高

事业，需要全世界妇幼卫生工作者共同事业，需要全世界妇幼卫生工作者共同

努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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