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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

因遗忘或疏忽，家庭储备药物极
易超过药品的有效期而成为过期药
品。过期药品中化学成分容易变化、
挥发，进入环境中会破坏生物链，危
害环境健康；被不法分子回收包装后
重新贩卖，引发社会医疗健康风险。
所以，家庭过期药品已列入《国家危
险废物名录》。

新冠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以来，各
地均出现了一波“囤药潮”。大部分
药品的有效期是 1-2年，经历过药
厂、药店再到老百姓手中后，一般有
效期就剩1年。根据“阳康”后体内
的抗体可使人们3-6个月内免于感染
同类毒株，这波“囤药潮”很快就会
转变为“过期潮”。目前我国过期药
品回收体系还不健全，大量未被用到
的药品在过期后被民众随意丢弃。原
因如下：

一是盲目囤积药物，埋下过期隐
患。按照疫情防控“新十条”部署，
各地纷纷出台关于优化调整疫情防控
措施的通告。由于民众自我防护的

“井喷式”需求，多地连锁药店均出

现感冒药供不应求的极端现象，网
上各类新冠居家自备药物清单“满
天飞”，民众出于恐慌心理抢购大量
药品，购药量超过实际需求量，必
然导致药品超期浪费。以近期被人
们疯抢的布洛芬胶囊为例，其包装
规格一般为每盒24粒，在新冠感染
后每人基本需要服用 2-6 粒，很少
有家庭或个人能够完全吃完，剩下的
布洛芬在过期后极有可能被丢弃，不
仅造成药品浪费，还会造成医疗
污染。

二是回收意识薄弱，处置不够科
学。《中国家庭过期药品回收白皮
书》显示，习惯在家中储备药品的人
群逐年增多，我国约有78.6%的家庭
备有家庭小药箱，但80%以上的家庭
没有定期清理药箱的习惯，很少人知
道如何正确处理家庭过期药，没有正
确处理的过期药又存在被误食的风
险。至少有七成的人家中剩余药品都
会闲置到过期，其中88.5%的人会把
它们扔到生活用的垃圾箱里，2%的
人倒进马桶冲掉，7.4%的人会放在那

里不管。如浙江省云和县白龙山街道社
区干部戴某电话访问发现，大部分居民
每年在清理药箱时，把已经过期的药品
直接扔到垃圾桶里。

三是缺乏政策支持，回收效率不
高。虽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及其实施条例对药品生产、经营、
使用各环节保证药品质量，保障用药安
全有效均有明确的规定，禁止销售使用
不合格药品，但对居民家中过期药品的
回收处理，则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和行
之有效的监督推进机制，基本处于监管
空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过期药品被
当作普通垃圾扔掉后，可能对土壤和水
源造成一定污染，若被不法分子回收后
再度贩卖，更是后患无穷。以回收过期
药物行为为例，浙江省云和县一些药房
开展了有奖兑换过期药品活动，老百姓
参与积极性还比较高，由于该活动给药
店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光靠药房自身
力量，推广效果难以为继。

为此建议：
一是加强理智购药宣传教育。通过

大众媒体广泛宣传，改变公众“囤”药

习惯，鼓励药店探索对于大包装、大剂
量药品分拆零售的模式。建议由地市级
卫健委牵头，成立药品使用和存储宣讲
团，定期进社区、进单位开展OTC药品
购买和储存注意事项，指导老百姓合理
购药，防止老百姓盲目跟风买药。另
外，建议药品监督部门加强零售药店售
药方式监管，禁止以“买一送一”的方
式诱导老百姓过度购药。

二是强化回收过期药品意识。积极
引导群众主动科学处理过期药，提高对
过期药品危害的认识，养成良好的用药
习惯。建议发挥医院和药店药师的主导
作用，在发放药品时提醒老百姓过期药
品“分类存放”“可回收”观念，引导
老百姓主动及时合理地处置近效期或过
期药品。

三是完善药品回收长效机制。形成
合理的家庭过期药品定点回收服务网
络，设立药品回收基金，鼓励百姓交纳
过期药品，通过兑换药品等形式给予一
定补偿。建议建立“政府-企业-药
店”三级联动机制，由药监部门牵头，
成立药品回收小组，督促药企定期向药
店回收过期药品，在各药店建立“过期
药品回收点”，鼓励老百姓主动上交过
期药品，并由药店分门别类后，交予各
药企按照过期药品处理规程统一处理，
并做好回收药品台账。

（作者毛伟华系浙江省政协委员、
农工党浙江省丽水市委会专职副主
委，毛春美系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政
协委员）

尽快打通过期药品回收“最后一公里”
毛伟华 毛春美

一盏灯的亮度对人体健康
是否有影响？一条公路坡度的
设计能否影响人的健康？一个
环境的改变又会给健康带来哪些
变化……当前，“全健康”理念对
于公众而言虽显陌生，但和老百
姓的生活却紧密关联。

“人类要健康，周围的动物、
环境也要健康。”1月 13日，在福
建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分组讨
论上，新一届省政协委员们呼吁，
光有人的“大健康”是不完整的，由

“大健康”理念向“全健康”理念过
渡，既是质的飞跃，也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必然。

委员们表示，党的二十大报
告强调，要“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尤其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健
康”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当下民
众的需求也从“吃得饱、吃得
好”转变成“吃得营养、吃得健
康”。而所谓“全健康”就是将人
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三
者统一为一个健康整体，涉及人
类和动物健康、环境卫生、食品
安全和农业生产等方方面面。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
类、动物与环境之间越来越成为
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全球呈现
出新发传染病和再发传染病交替
并存的格局，人类正面临着比以
往任何时期更为复杂的健康问
题。”省政协委员陈刚建议，加快
制定政府层面的“全健康”战略
规划和方案，以及“全健康”框
架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将“全
健康”理念融入福建可持续发展
战略和政策中。同时，聚集各方
力量，建设福建省“全健康”研
究院，培养更多医防融合的“全
健康”复合型人才，让“全健
康”理念落地实施。

省政协委员郑忠辉则认为，
要以科技助力乡村大病筛查，推
动“全健康”振兴乡村；省政协
委员林宁宁提出，针对全国多种
慢性病和肥胖频发等食育问题，
开展食育等营养健康工作；省政
协委员邓长昌希望，加快建设未
成年人AI体姿健康监测“一生一
档”综合管理体系，尽早解决全
省未成年人脊柱侧弯等发育问
题，让孩子们健康成长。

福建省政协委员呼吁：

让“ 全 健 康 ”理 念 落 地 实 施
本报记者 王惠兵

推行安宁疗护(临终关怀)，是
医学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近
日，在天津市政协十五届一次会
议上，致公党天津市委会提出对
策建议。

致公党天津市委会调研认为，
为进一步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增加安宁疗护服务供给，适应老
年人多样化、差异化的安宁疗护
服务需求，推进安宁疗护试点工
作，制定“条例”“服务规范”等
是促进安宁疗护服务事业发展的必
由之路。

针对存在问题，致公党天津市
委会提出，要增加安宁疗护机构和
床位。要根据医疗机构的功能和定
位，推动相应医疗卫生机构开设安
宁疗护病房或床位，按照患者“充
分知情、自愿选择”的原则，开展
安宁疗护服务。对于目前已经开展
安宁疗护的医疗机构，鼓励其整体
转型为安宁疗护中心，并支持社会
资本以新建或改扩建形式开办安宁
疗护中心。

“安宁疗护中心要加强机构管
理、质量管理、感染防控与安全管
理及人员培训，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应加强对辖区内安宁疗护中心的监
督管理，切实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
安全。”在调研组看来，要鼓励和
支持养老机构设立安宁疗护病房或
床位，建立完善安宁疗护多学科服
务模式，为疾病终末期患者提供疼
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等服

务，对患者及家属提供心理支持和
人文关怀。

“部门协同，规范服务至关重
要。”致公党天津市委会提出，要
规范安宁疗护服务，按照国家卫健
委《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规
范安宁疗护服务操作规程，明确工
作人员岗位职责，落实各项安全管
理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保
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建议尽快
研究制定 《安宁疗护服务规范》，
建立安宁疗护服务制度体系，完善
安宁疗护服务模式，提高老年人和
疾病终末期患者生命质量。加强部
门协同支持，对接医保局等相关部
门，将符合条件的安宁疗护中心纳
入医保或长期护理保险，明确纳入
医保或长期护理保险报销的收治对
象范围。

致公党天津市委会同时建议，
要明确地方标准，积极开展社区和
居家安宁疗护服务——探索建立机
构、社区和居家安宁疗护相结合的
工作机制，形成畅通合理的转诊制
度，如制定安宁疗护进入和用药指
南；营利性医疗机构可以自行确定
安宁疗护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
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安宁疗
护服务，属于治疗、护理、检查
检验等医疗服务的，按现有项目
收费；属于关怀慰藉、生活照料
等非医疗服务的，不作为医疗服
务价格项目管理，收费标准由医
疗机构自主确定。

致公党天津市委会调研建议：

大力推动安宁疗护事业发展
本报记者 张原 李宁馨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春节
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
万家团圆的日子。可是，对于广大
医务工作者来说，春节放弃和家人
的团聚，用责任和担当坚守在岗位
上则是工作的常态。

陪伴、忙碌、守护……对于广
大医务工作者来说，医院里也处处
洋溢着别样的“年味”。

护佑产妇，迎接新生

“3290克，是个健康的小男孩！”
1月 22日 0时 15分，北京妇

产医院分娩室内传来一声响亮的啼
哭，妇产医院2023年首个“兔宝
宝”呱呱坠地。刚刚降生的小家伙
小脸皱成一团，两只小手攥成拳
头，眼睛还没睁开，就“哇呜哇
呜”地唱起歌来。每年春节的每一
个夜晚，妇产医院产房的助产士都
在这里守护着孕妈妈，一起迎接宝
宝的诞生。

与北京妇产医院里首个“兔宝
宝”是在一片祥和的期待中到来不
同，大年初五在北京佑安医院产科
手术室则进行了一场繁忙的抢救。

接受手术的是一位高危孕产
妇。她合并有重度子痫前期、严重
血小板减少、肾功能损害，出血风
险高，病情极其危重，如果再继续
妊娠下去，随时可能会危及母婴生
命安全。情况紧急，还在休假中的
产科主任朱云霞、手麻科主任池萍
匆匆从家赶到医院，与当班的副主
任医师高翔、医生张颖以及手麻科
副主任医师李昕密切配合，为准妈
妈实施了紧急剖宫产手术。

“伴随着婴儿响亮的啼哭声，
一名小帅哥降生啦！2930克，母
子平安，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松
了一口气。”当新妈妈醒过来回到
病房，看到了自己心爱的宝贝时，
流下了激动和感恩的泪水，并对产
科医护人员辛苦付出表达了最深切
的感谢。

这只是发生在春节期间佑安医
院产科最为平常的一幕。记者了解
到，从大年三十到初六，短短七
天，佑安医院产科一共迎来了22个
兔宝宝，其中还有2对双胞胎。这
些新手妈妈中，有18位是乙肝病毒
携带者，医护人员都在第一时间对
她们完成了母婴阻断，帮助妈妈们
实现了生育健康宝宝的梦想。

抢救急危重症，假日不打烊

除夕夜，北京中医医院也进行
了一场93岁急性心梗患者的“跨
年手术”。

急查心电图考虑患者为急性心
肌梗死，病情凶险。医院各科室通

力合作，紧急抢救，全力以赴保
障胸痛患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
有效的治疗。手术顺利结束后，
年轻的邢文龙医生发了一条朋友
圈：上台时仍是除夕夜，此刻已
是大年初一。愿93岁的李奶奶一
切安好。

大年初一凌晨两点，南方医院
太和分院紧急求助电话传回本部：
一例考虑爆发性心肌炎的青年女性
患者已经心源性休克，需要间断胸
外按压才能勉强维持血压，遂向南
方医院本部求助。本部 4台EC-
MO机器已经都在使用，考虑到患
者年轻和爆发性心肌炎的预后较
好，一线值班吴洁医生向科室副主
任曾振华汇报后，得到的答案是

“必须抢救！”在大家的努力下，患
者血压和氧饱和度一直维持在较为
理想状态。

大年初二晚上10点，北京友
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接诊了一
位特殊的患者。家住门头沟区的一
位94岁老人，由于高龄伴有阿尔
茨海默病，误将整个带钩的假牙吞
下，随后出现了吞咽困难、呼吸困
难的症状。经两家医院诊治后未能
取出，家属带着老人来到友谊医院
急诊时距吞入异物已过去11个小
时，情况十分危急。

经检查发现，患者下咽及食道
上段巨大金属异物伴穿孔，皮下气
肿形成。由于患者高龄，合并皮下
气肿、颈深间隙感染，2级高血压
（很高危）、2型糖尿病、阿尔茨海

默病、右肺结节、肺气肿等多种病
症，手术风险极大，在术中可能出现
大血管出血、插平困难窒息、食道咽
壁损伤加重、颈深间隙感染、脓毒血
症、误吸等，危及生命。医院立即
启动危重症抢救绿色通道，由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刘玉和远程指
导，完善了一系列必要的检查，备
血，做好气管切开、经颈入路取异
物等多种应急预案，手术室也同步
完备多种可能的器械。

凌晨3时，患者进入手术室。在
麻醉手术中心主任薛富善的指导下，
麻醉医生王芳顺利通过狭小空间插入
气管导管，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田
俊、主治医师徐海艳打破常规手法，
灵活采用麻醉喉镜辅助，直视下轻柔
松动假体，将双向带钩的巨大异物以
最小的副损伤经口成功取出。老人术
后生命体征平稳，恢复良好。

记者进一步了解到，春节期间，
北京友谊医院两院区消化中心为各类
消化内科疾病启动绿色通道 46 人
次，完成急诊消化内镜手术数十台，
通过急诊胃镜、肠镜、ERCP等操
作，解决了各类消化道出血、急性胆
管炎等危重症患者的救治。

诊室暖，年味浓

挂福字、贴春联、挂灯笼……因
为治疗需要，春节期间的医院病房里
还有很多患者只能留在病房过年。为
了让患者也能感受到年的味道和家的
温暖，北京友谊医院医护人员利用短

暂的休息时间，将病区精心地布置了
一番。北京回龙观医院医护人员则选
择和住院患者一起守岁迎新，大家齐
动手，剪窗花、挂灯笼、写“福”
字，把病房装点得“年”味儿十
足，让患者们在喜迎新春的氛围中
接受治疗。

新春佳节，除了在“一线”奋斗
的医务人员，医院里还有很多默默奉
献的身影，如后勤人员、保安保洁
等，他们同样用自己的“坚守”，保
障着医院诊疗工作的安全有序。

“能让一线的医生和护士吃上一
口我包的饺子，也算我给咱医院作贡
献了。”北京儿童医院厨师长高举自
豪地说，老家在吉林的他，已经3年
没有回家过年，今年他依旧选择在除
夕这天坚守岗位，带着食堂员工包饺
子，让除夕值班人员和住院患儿收获
了如家般的温暖与喜庆除夕夜。

除夕夜为值班人员和患者送上水
饺也是北京佑安医院坚持了多年的传
统。“我们辛苦点儿没关系，一定要
让不能回家过年的人，无论是医护人
员还是患者都要吃上象征过年的热腾
腾的水饺。”北京佑安医院总务处带
领食堂工作人员加班加点不休息，为
全院坚守岗位的干部职工和住院患者
准备了手工水饺。

“一顿饺子，一‘家’团圆。心
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多位患者表
示，原本以为会在医院里过一个冷清
的春节，没想到收到了那么多暖心的
问候和祝福，这样别样的年，不仅暖
了心，也加速了病的康复。

陪伴 忙碌 守护
——医院里的别样“年味”

采访整理 本报记者 陈晶

本报讯（记者 刘喜梅）宫颈
癌是常见的、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
恶性肿瘤。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居民
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快速变化，宫
颈癌发病率持续增高并呈现年轻化
趋势。为加快我国宫颈癌消除进
程，保护和增进广大妇女健康，国
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等10部门
日前联合印发了《加速消除宫颈癌
行动计划（2022-2030年）》。

行动计划指出，宫颈癌的主要
致病原因是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HPV）持续感染，通过为年轻女
性接种HPV疫苗、在适龄女性中
开展宫颈癌筛查、及时治疗宫颈
癌及癌前病变等三级预防措施，
能够有效防控并最终实现消除宫
颈癌。行动计划将普及宫颈癌防
治知识，降低患病风险；加强宫
颈癌筛查服务，促进早诊早治；
规范宫颈癌治疗，加大医疗救治保
障力度；完善宫颈癌综合防治体
系，提高防治能力。

行动计划要求，促进HPV疫

苗接种。根据行动计划，到2025
年，试点推广适龄女孩HPV疫苗
接种服务；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率
达到50%；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
者治疗率达到 90%。到 2030年，
持续推进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
试点工作；适龄妇女宫颈癌筛查率
达到70%；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患
者治疗率达到90%。

《行动计划》强调，要规范宫
颈癌诊疗服务，完善康复指导、疼
痛管理、护理和营养、心理支持等
配套措施，提高宫颈癌患者生存
率和生活质量。同时强调要发挥
中医药在宫颈癌防治中的优势和
作用，探索中西医结合防治新模
式。还要做好宫颈癌患者救助救
治工作，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险为
主体，医疗救助为托底，补充医
疗保险、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
赠、医疗互助等共同发展的多层
次医疗保障体系，合力减轻宫颈
癌患者就医负担。民政、工会、
妇联密切配合，协同加强对符合
条件患者的救助等。

10部门印发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