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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趋势：

1、“健康中国 2030”提出“健康关口前移”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 2030”》文件精神，强调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坚把握健康领域发展规律，坚持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坚持政府主导与调动社会、个人的积极性相结合，

落实“健康关口前移”，推行健康生活方式，强化早诊断、

早治疗、早康复。《“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更是具体提

出对脊柱侧弯等学生常见病进行监测和干预行动。

2、二十大强调“少年强，则国强”

二十大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同时，强调“少年强，则国强”，

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广州市教育局贯彻工作

方针，规划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多样化、现代化、高质量学

校体育体系，中小学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优良率超过 62%，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3、重视“三级康复体系”有机融合

新医改背景下，加快调整医疗资源结构布局，组建由三

级公立医院牵头，二级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参与的医疗服务

模式，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和区域内资源共享，有利于实施分



级诊疗和满足群众健康需求。荔湾区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

健全“区—街—社区”三级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强化区疾控

中心能力建设。

二、现状分析：

1、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率高。

目前我国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脊柱侧弯

病人超过 500 万人，并以每年 30 万的速度递增，其中超过

半数为青少年。据 2016 年调查显示，我国在校学生脊柱侧

弯发病率为 5.14%；2020 年数据统计，荔湾区在读学生共约

10.2 万人，其中高中生 10,367 人，初中生 25,936 人，小学

生 65,974 人，预计 5,256 人患有脊柱侧弯，数目惊人。脊

柱侧弯已成为继肥胖症、近视之后我国青少年健康的第三大

“杀手”。

2、缺乏早期筛查，疾病发现晚，健康危害大。

青少年脊柱正处于成型期尚未发育完全，加上不良的行

为习惯，容易造成脊柱侧弯。一般来说，通过早期预防及干

预，可有效缓解及延缓病情；但当脊柱侧弯严重到一定程度

时，会导致神经损害，甚至造成瘫痪、心肺功能障碍等。由

于该类疾病发展比较隐蔽，且大部分家长对脊柱侧弯没有完

整、清晰的认知，导致青少年错过宝贵的黄金干预与治疗时

机。



3、专科诊疗水平不高。

国内医疗机构对早期脊柱侧弯症状不明显的患者一般

建议定期复查，病程达到手术指征再进行手术治疗，导致大

部分患者错过黄金康复期。同时，目前脊柱专科普遍缺乏先

进设备技术及信息化辅助工具，难以满足脊柱诊疗及康复服

务需求。

鉴此，基于国家大力推动康复医疗建设的趋势，本着“早

诊断、早治疗、早康复”的方针精神，建议我区可联合人大、

政协、教育局、卫健委、疾控中心等多部门，加快推进青少

年脊柱侧弯防控工作，建立脊柱健康长效防治机制，具体如

下：

三、意见建议：

1、面向高发易发群体开展脊柱侧弯筛查及宣教工作

以信息化为支撑，以筛查为切入口，以健康宣教为工作

落脚点，面向易发多发的中小学生群体开展脊柱侧弯入校筛

查工作。根据筛查结果，学生及家长可进行早期预防干预，

学校及时优化课桌椅，做好长治策略。同时，通过线上线下

多种形式，开展相关健康知识科普宣传及运动训练指导，培

养儿童青少年良好的运动、生活习惯及正确坐卧躺姿势。

2、打造脊柱健康三级诊疗管理体系

联动三级医疗资源，创新“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基层

医院”的脊柱健康诊疗模式，实现双向转诊、资源下沉、上



下协同，学科共建。由基层医院落实筛查工作，上转三级医

院进行诊断、治疗、手术，下转二级医院及基层医院提供康

复、随访、宣教等服务。夯实康复医疗的区域化高质量协同

发展，进而推动我区医康护养一体化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3、创新脊柱侧弯“三级五步”服务模式

借助信息化手段，搭建贯穿“入校-院内-居家”的诊疗

服务体系，打造集“筛查-宣教-治疗-康复-随访”于一体的

全病程健康管理新闭环，将脊柱康复服务延伸至社区和居家；

对脊柱侧弯易发高发人群提供远程健康自查、运动康复训练

指导、健康科普及干预等服务。

4、加快脊柱康复专科建设，推动临床与科研齐头并进

加强脊柱健康专业机构建设和人才培养，鼓励条件成熟

的综合性医院设立脊柱外科，开展相关脊柱诊疗适宜技术培

训。鼓励条件成熟的脊柱专科与高校等合作开展学科建设与

产学研融合推进发展，鼓励支持我区科研院所与高新技术企

业合作，推进智能化技术与学科专业内容相结合。加快专科

信息化建设，为康复医疗实现规范化诊疗、精细化管理提供

技术支撑，为“筛查-诊疗-康复-科研-宣教”等工作提供辅

助工具。加快引进智能诊疗设备，解决技术及手段不足的困

境。

5、建立大数据平台，赋能脊柱侧弯防控及临床研究

重视流行病学在科研中的应用，借助云计算、大数据、



移动互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建立区域脊柱侧弯大数据平台，

通过大数据分析挖掘，结合患者生活环境和临床数据，全面

了解我区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发病情况及分布，为青少年脊柱

侧弯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数据价值，加快科研成果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