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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乌海市 2020 年学生常见病和 
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工作方案 

 

儿童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近年来，学生近

视、肥胖、龋齿、脊柱弯曲异常等常见病对儿童青少年的身体

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习近平总书记就我国学生近视问题多次做

出重要指示；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相关部门启动了儿童

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工作，开展了学校卫生监督抽查，并于今

年部署启动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评议考核，学校卫生工作

得到全面加强。为确保我市 2020 年度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

素监测工作顺利进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监测目的 

掌握我市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等主要常见病发生情况，

为进一步分析行为、环境等因素与学生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

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据；同时为我市实施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评议考核奠定数据基础。 

二、监测范围 

覆盖我市三区。海勃湾区完成 2 所幼儿园、2 所小学、2

所初中、2 所高中、1 所职高、1 所综合性大学（辖区未设立

综合性大学的，可以专科类或高职类高校代替）的监测工作，

海区所选学校为海勃湾区第一幼儿园、海勃湾区第二幼儿园、海

区一小、光明路小学、乌海市第三中学、乌海市第五中学、高中

为乌海市第一中学、滨河中学、乌海市职业技术学校、大学为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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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大学；乌达区为乌达一幼、乌达三幼、小学为胜利街小学、团

结路小学、乌达十二中学、乌达十六中学、高中为乌海十中、乌

达只有一所高中。海南为海南区第一幼儿园、海南区幼儿园、海

南一完小、海南三完小、海南十八中、海南二十二中。海南区无

高中。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等级为中风险、高风险的区，可视实际

情况暂缓、中止或取消监测工作。 

三、样本要求 

在幼儿园大班，小学、初中、高中所有年级，大学一至三

年级开展学生近视等常见病监测。每所幼儿园至少抽取 80 名 5

岁半至 6 岁半儿童，每所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每个年级

抽取至少 80 名学生。 

在小学四至六年级，初中、高中、大学一至三年级开展学

生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每所学校的每个年级抽取至少 80

名学生。 

常见病监测和健康影响因素调查均须以整班为单位开展，

当调查班级学生人数不足 80 名时，要再增加一个同年级班级，

不得采取从其他班级抽取部分学生的方法补足数量。样本仍不

足时，可由本辖区内邻近同等类型幼儿园或学校补足。因常驻

人口稀少难以达到样本量要求的区，可以实测人数为准。 

四、监测调查内容 

学校卫生工作基本情况调查，近视、龋齿、肥胖、营养不

良、脊柱弯曲不良等学生常见病筛查和调查，近视影响因素、

行为影响因素等学生健康影响因素调查，学校教学生活环境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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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监测，学生传染病知信行专题调查等内容。详见调查监测相

关表格。 

五、质量控制 

市卫生健康委要加强对监测队伍的培训与考核，严格开展

机构、人员、设备等的资质审核。视力筛查、监测队组建、工

作程序、资质要求、质控内容、信息保护等工作要求，参照上

一年度自治区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制定的相关技术规范和实施细

则。市疾控中心要做好全市技术指导。在视力筛查过程中，要

按 5%的比例进行现场复测。为减小视力筛查结果误差、保证近

视调查数据质量，要选用符合相关规范要求的视力检测仪器设

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协助卫生健康部门选定监测学校，组

织动员选定的高校等监测学校，配合做好入校调查。本年度监

测工作手册由自治区综合疾控中心制定另发。 

六、数据报送 

各级疾控中心要严把数据质量关，严格对上报数据进行整

理和审核。市疾控中心于 11 月 20 日前，完成监测数据的初审

和上传。监测结果中的儿童青少年近视情况（不含大学）将用

于我市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评议考核，因此须经市人民政

府（行政公署）确认同意后，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与监测工

作报告一并报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教育厅。 

七、结果利用 

要加强监测数据的研究、分析和运用，在推动儿童青少年

健康和学校卫生工作方面，充分发挥数据支撑作用。卫生健康

委要组织疾控中心等学校卫生专业技术力量，开展监测数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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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监测原始数据、监测结果，以及针对性改进建议，要及时

向教育部门、监测学校通报反馈。教育部门和相关学校要利用

监测调查结果，积极改善教学条件，健全学生卫生工作体系，

完善教学管理制度，提升学生健康水平。 

承担调查任务及参与调查工作的相关单位和人员，要做好

受检学生、儿童个人信息及视力筛查结果等的隐私保护。任何

机构或个人不得利用调查便利条件进行商业宣传或营利活动。

对违反规定泄露信息引起纠纷的，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八、相关要求 

（一）开展入校筛查、调查等相关工作过程中，要做好新

冠肺炎等传染病防护措施。监测人员要全程佩戴口罩，加强手

卫生；密闭场所做好通风、消毒；监测人员做好身体健康状况

监测，身体不适人员不得参与入校调查工作。 

（二）本年度监测工作经费由 2020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资金统筹安排，各盟市要确保专项经费落实到位、专款专用。

监测经费可用于人员培训、宣传品制作、材料印刷、资料邮寄、

人员差旅、车辆交通、人员劳务补助、设备维护，以及办公用

品、设备器械的采购等方面，要按视力筛查规范要求配置配齐

视力筛查设备和器械，保证高效优质完成监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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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乌海市 2020 年近视等学生 

常见病干预工作方案 

 

通过开展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工作，我市积累

了近视、肥胖等学生常见病监测数据，了解了学生常见病发生

流行情况及影响学生健康的主要因素。按照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工作部署，本年度继续开展学生常见病干预工作。各区要统筹

利用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监测数据、学校卫生监督抽查数据，

积极开展学生行为、学校环境等健康影响因素与学生常见病的

相关性研究，针对性开展干预工作。根据《内蒙古自治区 2020

年近视等学生常见病干预工作方案》，乌海市卫生健康委、教育

局研究制定本方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学生常见病干预工作。 

一、干预目的 

推动《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和《内蒙古

自治区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贯彻落实，针对

影响学生健康的主要因素采取相关干预措施，预防和控制学生

常见病的发生，切实保障和促进我市儿童青少年健康。 

二、干预范围和对象 

干预工作覆盖三区，以 2019、2020 年度监测的学校为主，

可视情况扩大干预范围。干预对象可包括学生、家长、教师、

校医（保健医）、校长及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等。 

三、干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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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展宣传教育。通过发放宣传品、进校讲座、微信推送、

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对学生、家长、教师等重点人群开展

宣传教育，普及近视预防、健康素养、传染病预防等健康知识。

通过入校培训、现场指导、监督检查等方式，宣传近视等常见

病防控知识，指导和帮助学校完善传染病等学校卫生工作制度。 

2.加强检查指导。教育、卫生行政部门定期组织相关专家入

校开展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督促学校落实近视防控、传染病

防控等工作要求，重点核查制度、预案等是否有效执行、科学

合理，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不断改进学校卫生工作质量。 

3.强化数据运用。各区要进一步强化监测数据的分析和运

用，研究学生常见病现状和成因，积极开展行为、环境等健康

影响因素与学生常见病相关性研究，重点针对多发、易发疾病

和影响学生健康的主要因素采取干预措施，并开展干预措施的

效果评价，为针对性干预策略和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四、措施和内容 

1.主题宣传日活动。以新冠肺炎为契机，借助“灵动儿童、

阳光少年健康行动”，以及全国爱眼日、全国爱耳日、学生营养

日等健康主题宣传日，针对监测发现的主要健康问题，面向学

生、家长、教师及社会全体人群，加强学校传染病防控，引导

学生形成自主自律的健康生活方式。 

2.专家进校园行动。组织学生常见病防控专家组，定期到学

校对学生常见病防控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开展新冠肺炎等传染

病、学生常见病防控知识和技能宣讲，对学校校医（保健医）、

健康教育人员、体育教师、后勤和餐饮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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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业务知识和技能水平，将传染病和学生常见病防治工作落

到实处。 

3.学校卫生标准普及行动。制作《学校卫生标准汇编材料》，

对教育行政领导、学校校长、学校校医（保健医）、教师和后勤

管理采买人员进行卫生标准的宣贯，将学校卫生标准融合到学

校卫生管理制度中，指导学校落实相关学校卫生标准。 

4.中小学生健康月活动。每学期开展中小学生健康月活动，

把学生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控作为重点，因地制宜地开展形式多

样的健康教育活动，使儿童青少年掌握科学用眼、咳嗽礼仪、

正确佩戴口罩、科学用眼、合理作息、足量运动、良好姿势、

均衡膳食等知识和技能，培养学生自主自律的健康意识和行为

习惯。 

5.学校教学生活环境改善行动。依托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

因素监测项目和学校卫生监督抽查工作，发现学校教学生活环

境和学校卫生工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学校改善教学、饮

水、食堂、厕所、宿舍等环境卫生状况，落实学校卫生各项制

度，加强学校传染病报告、晨午检、因病缺课/休学登记和追踪

随访等工作，改善学校视觉环境，提高课桌椅符合率，降低近

视、肥胖和脊柱弯曲异常等学生常见病的发生风险。 

6.健康父母行动。促进家长重视学生传染病和常见病防治工

作，掌握传染病、近视、肥胖、脊柱弯曲异常等常见病的防控

知识和技能。培养孩子良好的卫生行为习惯，引导孩子进行户

外活动或体育锻炼，保证足量体力活动时间，养成终身锻炼习

惯;减少静坐、视屏和课外补习时间，关注家庭室内照明条件，



— 10 — 

配备符合孩子身高的桌椅，提醒孩子保持正确坐姿，养成良好

用眼习惯;科学安排膳食，保证孩子生长发育需求，控制营养不

良和超重肥胖;保障充足睡眠时间;对健康体检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应当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诊治，真实报告孩子患病

情况，控制和延缓疾病的发生发展，避免传染病流行。 

7.重点人群关爱行动。建立“学生-家庭-学校-医疗”四位一体

的防治模式，实施个性化管理，定期监测随访，做到早发现、

早关注、早预防、早治疗，实施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督促其

改善不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提供心理卫生服务，消除因近视、

肥胖、脊柱弯曲异常而产生的不良心态，增强信心，培养积极

向上、乐观开朗的性格；整合医疗资源，医防结合，延缓疾病

发展趋势，降低危害。 

五、工作要求 

（一）本年度干预工作经费由 2020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资金统筹安排，经费分配及使用要求与监测工作相同。 

（二）乌海市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暨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专家保障组，要按照既定职责和小组分工，

继续发挥专家保障作用。 

（三）请市卫生健康委形成干预专项工作报告，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前与监测工作报告一并报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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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乌海市学生常见病和 

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暨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专家保障组名单及职责 

 

组  长：苏  平  乌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副组长：黄喜平  乌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闫莉莉  乌海市乌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刘  敏  乌海市海勃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岳  有   乌海市海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成  员：白  杰  乌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科 

科长 

秦毅敏  乌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科 

主任医师 

张智卓 乌海旭升眼科医院副院长、视光科主任 

刘美琴   乌海旭升眼科医院录入员 

王   牧  乌海市第一口腔医院副院长 

原雪鹏  乌海樱花医院院长助理兼普外主任 

     专家保障组负责对监测调查和近视筛查的质量控制、数据

报告等，以及就推进学生常见病干预工作提供专业技术保障，

具体协助乌海市卫生健康委、教育局开展培训考核、宣传教育、

技术指导、抽查复查、督导验收等工作。下设质量控制指导小

组、医疗技术指导小组和学生常见病干预指导小组，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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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质量控制指导小组负责对现场流程、质量控制、复测抽

查、数据报告、数据分析等工作提供技术指导。组长为白杰，

成员秦毅敏、王天龙、姜晓峰、郭佳、袁洁、时佳、段凤玲、张

作英、王杰、吕伊霞、赵军、龚雪。 

2.医疗技术指导小组负责对远视力检查、屈光检测、眼部疾

病筛查、转诊建议反馈等工作提供技术指导。组长为张智卓，成

员为刘美琴、苏瑞、陈娜、王智英、李彩虹、张敏、秦晓霞、孙舒

雅、高帆、杨露、白云生、杨青文、王君、张颖。 

3.学生常见病干预指导小组负责对近视、肥胖、龋齿、脊柱

弯曲不良等学生常见病干预工作提供专业指导，具体包括数据

分析、措施制定、效果评价等。组长为秦毅敏，成员为白杰、

王天龙、姜晓峰、郭佳、袁洁、时佳、段凤玲、张作英、王杰、

吕伊霞、赵军、龚雪以及医疗技术指导小组相关专家。 

 

 

 

 

 

 

 

 

 

 

  

 乌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