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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疾控慢社发〔2017〕1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部署全国疾控系统

2017 年慢性病防控与营养重点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疾

控中心：  

为了使全国疾控系统更好地安排和部署年度工作，形成合力

有序推进慢性病防控与营养改善，根据《“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和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结合疾病防控总体形势及国

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国疾控中心工作要点，现将全国疾控系统 2017

年慢性病防控与营养重点工作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调整并做好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居民慢性病与营

养监测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国卫办疾控函〔2014〕814号），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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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2014-2016年监测试行过程中各地反馈的意见和建议，经商

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同意，对 2017-2019年监测安排调整如下：

2017年继续做儿童与乳母营养健康监测，2018年做成人慢性病与

营养监测，2019年做居民慢性阻塞性肺病监测，之后逐渐调整为

每 5年一轮监测。 

2017年儿童与乳母营养健康监测具体安排为：参照技术方

案，在 125个监测点（名单详见附件）继续开展儿童与乳母营养

健康监测，监测结果兼具国家代表性及省级代表性。每个监测点

任务量为 660人，补助经费为 45万元/点。请各地疾控中心及时

与当地卫生计生委疾控处联系，确保对中央转移支付地方重大公

共卫生项目中的慢性病与营养监测任务和资金分配方案进行相应

调整，保障任务顺利完成。 

2017年相关监测任务还包括：完成 2015年成人慢性病与营

养监测报告撰写。完成 2016年 150个监测点儿童与乳母营养健康

监测生物样品检测、数据分析及上报。健全居民心脑血管事件报

告工作机制并提高报告的规范性和准确性。现有食物成分监测点

继续按方案开展监测，同时进行省级扩点（扩项）和生物样品检

测前期论证。完成 2016年度“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监测评估报告，做好 2017年监测评估。  

二、宣贯落实中长期规划 

《中国慢性病防治中长期规划（2016-2025年）》印发后，请

各地认真学习领会规划精神，广泛宣传贯彻、部署落实，并且根

据国家规划内容和要求，结合实际制订地方慢性病防治中长期规



 

 
 

- 3 - 

划，做好相关工作的宏观设计和总体安排。  

三、完成年度死因监测和专项调查任务 

2017年将重点加强死因监测，完善常规质量控制机制，定期

对数据质量进行考核评估；对技术薄弱省份和监测点进行针对性

业务培训和工作督导；进一步完善人口死亡登记信息管理系统，

强化数据安全管理。在全国 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进行第五次全国慢性病预防控制能力调查。完成第四次全国口

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报告。鼓励各省充分利用监测和专项调查数

据开展疾病负担等研究并发布健康状况白皮书。 

四、深化国家慢性病示范区建设  

请各地根据新的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和 2016-2017年度示范

区建设工作要求，积极推进第四批示范区的建设和第一批示范区

的复审工作。进一步建设长效管理机制，提高业务技术水平。加

强示范区工作交流，总结和推广好的经验与模式。搭建示范区大

数据平台，规范慢性病大数据建设。 

五、拓展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根据《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2016-2025）方案》和专项

工具包要求，请各地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深入开展“三减

三健”专项行动。积极探索健康支持性环境动态管理方法，健全

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培训管理体系，不断创新开发健康适宜工具。

推广工作场所防癌抗癌、职业人群健走等专项活动。评估

2007-2016年行动效果，总结先进工作经验，在 2017年 8月 18

日第六届中国健康生活方式大会上充分展示行动十周年各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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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六、强化淮河流域重点地区癌症综合防治 

印发《淮河流域重点地区癌症综合防治项目技术方案

（2017-2020）》。请项目地区做好常规监测与专项工作任务，进一

步加强项目管理。加大癌症综合防控力度，推动环境与健康示范

区建设，对前瞻性队列人群做好随访。强化数据收集、整理和分

析，继续开展公共卫生医师癌症综合防控能力培训。下半年在安

徽召开年会，进行项目十周年阶段性总结。 

七、评估减盐防控高血压项目 

完成本轮山东减盐项目终末调查报告，完善在不同人群和不

同场所进行减盐的干预指南和技术手册。总结省部联合减盐与地

方开展重点人群减盐的工作经验，鼓励各省积极开展减盐防控高

血压工作。探索项目下一轮持续发展。  

八、稳妥推进慢性病人群干预  

根据医改文件精神和要求，充分发挥疾控机构在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中的专业优势，加强对基层开展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

管理和老年人健康管理的指导评估。鼓励参与分级诊疗试点。继

续在试点省份开展“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评价项目”。推进

对糖尿病、消化道疾病、骨质疏松等疾病的人群干预及互联网慢

性病管理服务模式。 

九、加大营养宣教和营养促进  

针对重点人群因地制宜地做好膳食指导和营养宣传教育工

作。启动营养社区、营养校园、营养健康传播示范点等试点创建；



 

 
 

- 5 - 

围绕全民营养周、卫生节日等开展营养宣传活动，运用多种方法

全面普及科学的膳食营养健康知识。开展“营养校园”试点工作

的省份提出实施方案并完成试点；有条件的地区可积极参与当地

学生营养监测和膳食指导及营养宣教。推进中国特色的老年膳食

保障体系建设工作，开展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老年营养支持能力调

查及老年营养不良风险筛查，进行针对性干预。 

十、推动全国营养实验室网络建设 

依托现有食物成分和碘营养监测体系，融合营养监测生物样

品检测，推动全国营养实验室网络建设。制定全国营养实验室网

络建设规划和考核机制。加强交流督导，开展省、市、县级实验

室（食物成分、生物样品和碘）检验能力培训和能力验证。在有

条件的省份推进建立省级微量营养素重点实验室，开展当地居民

元素谱的测定工作。加快推动人体生物样品检测方法形成相关标

准。  

十一、加强营养管理和能力建设 

在省级试点推进《营养改善条例》及配套规章建设，初步形

成依法开展和管理营养工作的局面。推进已发布营养标准的宣贯

培训，组织营养标准调研，了解营养标准使用及需求状况。继续

开展省、市级疾控系统营养与流行病学培训工作，同时为基层卫

生服务机构人员提供营养知识和实践技能培训。  

十二、继续开展营养调查研究  

中国居民营养状况变迁队列研究各项目省建立数据库，完成

2015年总报告；为做好 2018年人群追访开展预调查等各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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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膳食模式、膳食结构变化对肠道微生态影响等基础性分析评

价。组织实施中国母乳功能成分项目，评价功能成分的健康效应

并进行成果推广。继续开展中国母婴营养与健康队列研究和中国

营养与慢性病家庭队列调查。 

十三、持续加大烟草控制力度 

积极推进国家和条件成熟省市控烟立法进程，加大控烟执法

工作力度，采取多种办法促进控烟执法。开展省级代表性烟草监

测和控烟政策评估。加强戒烟服务能力建设，完善戒烟门诊管理。

继续加强无烟环境促进项目实施。持续开展控烟宣传。 

十四、探索开展专项活动 

探索以社区为基础的人群心理健康促进工具和工作模式。开

展老年人失能失智监测和分级管理示范点建设；对老年性痴呆和

帕金森病高危人群实施干预；探索社区老年健康及社区养老适宜

技术与措施。依托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继续推进“健康口腔，

幸福家庭”项目；对中国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加强培训。 开

展 2017年学生常见病及健康危险因素监测试点。 

十五、围绕主题开展宣传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总体部署，2017年围绕“高血压

日”主题提早安排，做好系列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微信、微博等

新媒体传播优势，探索建立新媒体健康传播矩阵；开展符合本地

文化的健康传播；鼓励原创和现有知识的转化。 

十六、规范信息管理和报送 

遵循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总体要求，对慢性病与营养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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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化建设进行规范、整合和提升，切实加强信息的管理与安全保

障。加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与全国疾控系统慢性病防控与营

养工作进展等信息的及时准确报送。各地慢性病防控与营养重点

工作完成和信息报送情况将在 2017年工作年会（初定 6月在乌鲁

木齐召开）上进行阶段性通报。 

十七、完善伤害相关工作 

完善目前以医院为基础的全国伤害监测，提高数据质量和利

用，探索加强产品伤害监测；开展基于互联网工具的儿童伤害监

测试点，推进新一轮全国伤害干预试点项目；积极推动伤害防控

宣传和人群教育；探索完善伤害防控工作体系与机制。 

 

附件：监测点名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7年 1月 2日 

 

 

 

 

抄送：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计生委

疾控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疾控处。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   2017年 1月 3日印发 

校对人: 石文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