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个人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对健康

的影响占到 60%。 

本行动旨在帮助每个人学习、了解、掌握有关预防疾病、早期发现、紧急救援、及时就医、

合理用药等维护健康的知识与技能，增强自我主动健康意识，不断提高健康管理能力。 

（二）合理膳食行动 

合理膳食是健康的基础。研究结果显示，饮食风险因素导致的疾病负担占到 15.9%，已成为

影响人群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 

本行动旨在对一般人群、超重和肥胖人群、贫血与消瘦等营养不良人群、孕妇和婴幼儿等特

定人群，分别给出膳食指导建议，并提出政府和社会应采取的主要举措。 

（三）全民健身行动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我国城乡居民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比例为 33.9%，缺乏身体

活动成为慢性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本行动主要对健康成年人、老年人、单纯性肥胖患者以及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人群，分别给出

身体活动指导建议，并提出政府和社会应采取的主要举措。 

（四）控烟行动 

烟草严重危害人民健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每 3 个吸烟者中就有 1 个死于吸烟相关

疾病，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非吸烟者缩短 10 年。 

本行动针对烟草危害，提出了个人和家庭、社会、政府应采取的主要举措。 

（五）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以抑郁障碍为主的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患病

率呈上升趋势，抑郁症患病率为 2.1%，焦虑障碍患病率达 4.98%。 

本行动给出正确认识、识别、应对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特别是抑郁症、焦虑症的

建议，并提出社会和政府应采取的主要举措。 

（六）健康环境促进行动 

良好的环境是健康的保障。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占到 17%。爱国

卫生运动是促进健康环境的有效手段。 

本行动主要针对影响健康的空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问题，室内污染等家居环境风险，道

路交通伤害等社会环境危险因素，分别给出健康防护和应对建议，并提出政府和社会应采取

的主要举措。 

（七）妇幼健康促进行动 

妇幼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我国出生缺陷多发，妇女“两癌”高发，严重影响妇幼的生存

和生活质量，影响人口素质和家庭幸福。 

本行动主要针对婚前和孕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早期各阶段分别给出妇幼健康促进建议，

并提出政府和社会应采取的主要举措。 

（八）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 

中小学生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我国各年龄阶段学生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小学生、

初中生、高中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 36.0%、71.6%、81.0%。 

本行动给出健康行为与生活方式、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等知识与技

能，并提出个人、家庭、学校、政府应采取的举措。 

（九）职业健康保护行动 

劳动者依法享有职业健康保护的权利。我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群约 2 亿，职业病危害

因素已成为影响成年人健康的重要因素。 

 



本行动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有关职业病预防控制指南，分别提出劳

动者个人、用人单位、政府应采取的举措。 

（十）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49 亿，占总人口的 17.9%。

近 1.8 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 

本行动针对老年人膳食营养、体育锻炼、定期体检、慢病管理、精神健康以及用药安全等方

面，给出个人和家庭行动建议，并分别提出促进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社会和政

府主要举措。 

（十一）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 

心脑血管疾病是我国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全国现有高血压患者 2.7 亿、脑卒中患者 1300

万、冠心病患者 1100 万。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以及肥胖、吸烟、缺乏体力活动、不

健康饮食习惯等是心脑血管疾病主要的且可以改变的危险因素。 

本行动主要针对一般成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和患者，给出血压监测、血脂检测、自

我健康管理、膳食、运动的建议，提出急性心肌梗死、脑卒中发病的自救措施，并提出社会

和政府应采取的主要举措。 

（十二）癌症防治行动 

癌症严重影响人民健康。目前，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 380 万，死亡约 229 万，发病率及

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成为城市死因的第一位、农村死因的第二位。 

本行动主要针对癌症预防、早期筛查及早诊早治、规范化治疗、康复和膳食指导等方面，给

出有关建议，并提出社会和政府应采取的主要举措。 

（十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 

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以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为代表，患病率高，严重影响健康水平。我

国 40 岁及以上人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为 13.6%，总患病人数近 1 亿。 

本行动主要针对慢阻肺、哮喘的主要预防措施和膳食、运动等方面，给出指导建议，并提出

社会和政府应采取的主要举措。 

（十四）糖尿病防治行动 

我国是全球糖尿病患病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糖尿病患者超过 9700 万，糖尿病前期

人群约 1.5 亿。 

本行动主要针对糖尿病前期人群和糖尿病患者，给出识别标准、膳食和运动等生活方式指导

建议以及防治措施，并提出社会和政府应采取的主要举措。 

（十五）传染病及地方病防控行动 

传染病、地方病严重威胁人民健康。我国现有约 2800 万慢性乙肝患者，每年约 90 万例新

发结核病患者，且地方病、部分寄生虫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本行动针对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流感、寄生虫病、地方病，分别提出了个人、社

会和政府应采取的主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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