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4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局综合司联合发
布《关于做好健康体重管理门诊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属（管）、省（区、市）属综合医院、儿童医
院、中医医院要在 2025 年 6 月底前基本实现健康体重管理门诊设置
全覆盖。

目前体重管理门诊开设情况如何？公立医院在健康减重方面
有什么“秘诀”？“新华视点”记者在多地进行了调查。

□星空有约

新华社天津5月26日电（记者 周润
健）28 日傍晚，一场赏心悦目的木星伴
月将在西北方低空上演。天文科普专家
表示，这个时间段比较友好，正值人们下
班和放学时间。届时只要天气晴好，人
们凭借肉眼就能轻松欣赏到这幕“星月
童话”。

通常情况下，木星是夜空中仅次于
月球和金星的第三明亮的天体，是肉眼
最容易观测到的天体之一，以色彩斑斓

的条纹状云带深受观星族的喜爱。
这个 5 月，木星在金牛座顺行。日

落后可见于西北方附近天空，上、下半月
分别于21时、20时落入地平线，可观测
时间越来越少。

28 日，月球会来到傍晚的低空，当
日正逢农历五月初二，日落后在西偏北
的低空可以看到一弯极细的新月。在新
月左下方不远处就是明亮的木星，亮度
为-1.9 等，虽然现在远不如其最亮时

的-2.94 等，但依然灿若宝石。在暮色
的映衬下，两者看上去般配且登对，颇具
观赏性，成为天边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幕‘星月童话’虽然赏心悦目，但
可观测的‘窗口期’却很短，只有不到半
个小时，这是因为木星会先于新月更早
落下，感兴趣的公众要抓紧时间观赏。”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
事杨婧提醒说。

如何更好地观赏这幕“星月童话”？

“如果天气晴好，只需面向西北方向，寻
找一个视野开阔之地，微微抬头即可看
到。有条件的公众如果使用双筒望远镜
或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可以更清楚地
看到木星的一些细节，比如它的条纹状
云带、四颗伽利略卫星等。木星和新月
的地平高度虽然都很低，但结合特色地
景可以拍出创意照片。观赏之余，喜欢
摄影的朋友可以用手机或相机拍摄下这
幕美景，留作纪念。”杨婧说。

限时观测 明日傍晚木星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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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管理门诊加速落地

如何科学“减肥”

体重管理门诊并非简单“开减肥药”

如何让科学减重“可持续”？

尽管体重管理门诊发展迅速，但在落地
过程中仍面临理念、人才、考核机制等挑战。
受访专家表示，未来需从政策支持、公众教
育、技术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据了解，目前一些医院未将体重管理纳
入科室考核指标，导致医务人员积极性不
高。专家建议，可开发智慧管理系统自动抓
取减重效果数据并换算为绩效点数；比如，管
理 1 例成功减重 10%的患者，团队可获得相
当于3个普通门诊的绩效。

记者了解到，目前多数地区的体重管理
门诊费用需患者自费，部分检查项目、减重药
物等未被纳入医保，导致一些患者因经济原
因无法坚持全程管理。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
童医学中心儿内科研究员韩颖建议，探索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推动将部分体重管理服务
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韩颖说，儿童科学减重速度应是每周0.5
公斤左右，过快减重可能导致肌肉流失、代谢
下降。建议加强健康宣教，提高公众对科学
减重的认知。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确
保体重管理服务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避免被
商业行为带偏。

受访专家建议，下一步应制定国家标准，
建立从筛查诊断到随访管理的全流程规范，
推动“互联网+体重管理”模式，让科学减重
服务更可及。同时，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设置体重管理门诊，未来更多
社区医院有望成为居民健康减重的“第一
站”，形成“医院—社区—家庭”联动机制。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走进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多学科
联合减重门诊，候诊区坐满了人。42
岁的王女士身高 1.65 米，体重达 85
公斤，体检时血糖偏高让她心急如
焚。“以前减肥盲目节食，总是反弹。”
王女士说，“听说这里能科学减重，就
赶紧来了。”

像王女士这样的案例并非个
例。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
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及肥胖率已超
50%。肥胖及相关代谢性疾病，如高
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已成为影响
国民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肥胖率攀升的背后，是现代社会
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快节奏的工

作模式让“久坐”成为常态，外卖、快
餐等高热量饮食占据日常餐桌，运动
时间却严重不足。

此外，儿童肥胖问题同样不容忽
视。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当前，
我国6岁至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
胖率约为19%。专家指出，超重肥胖
儿童往往合并多种代谢紊乱问题，还
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

为了减肥，很多人尝试过极端节
食、代餐甚至减肥药，但往往反弹快，
甚至损害健康。科学减重需要医学
干预，而非盲目尝试。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多学科联合
减重门诊暨减重中心副主任医师陆

迪菲表示，体重管理不是单纯减重，
而是改善整体健康。

陆迪菲介绍，该门诊自 2016 年
成立以来，已接诊超2000名患者，规
律随访近 1000 名患者。今年一季
度，就诊人数和就诊人次较去年同期
增加超60%。通过综合干预，体重较
基线下降超 5%的患者达 40.9%至
50.9%。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多地医
院已开设体重管理门诊。其中，苏州
已有37家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
诊；上海大部分市级医院和区级医
院、近半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已
开设与体重管理相关门诊。

记者走访多地发现，体重管理门
诊并非简单“开减肥药”，而是结合医
学评估、营养指导、运动处方、行为干
预等综合手段，形成个性化方案。

“与商业机构相比，公立医院体
重管理门诊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医疗
专业性和科学规范性。”中国医院协
会常务副会长毛群安说。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多学科联合
减重门诊为王女士提供了一整套减
重方案：接诊医生先对她进行体脂分
析、代谢率检测和饮食习惯评估，然
后临床营养师为她制定低升糖指数
饮食方案，运动康复师根据她的膝关
节情况推荐游泳和快走结合方式。

中医科医生还为她进行体质辨识，建
议配合针灸和中药调理代谢。

苏州市立医院院长陈彦介绍，体
重管理中心并非由一个科室单打独
斗，而是采用多学科协作模式，由内
分泌科、运动医学中心、营养科、消化
内科、胃肠外科、中医科、体检中心等
多学科团队紧密协作，确保患者获得
全方位健康管理支持。

中医在体重管理中也发挥着独
特作用。“中医讲究‘治未病’与整体
观，体重管理要通过调理脾胃、祛湿
化痰等方式重建人体代谢平衡。”苏
州市立医院康复院区中医科主任王
晓文说。

部分基层社区医院也在试点体
重管理服务。杭州市拱墅区长庆潮
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营养体
重管理门诊自2024年7月开设以来，
门诊业务量维持在每周6至10人，已
累计管理110余名就诊者，其中减重
2.5公斤以上的就诊者达22人。

“该中心门诊挂号费全免，专业
营养咨询按医保丙类收费25元/次，
人体成分分析自费50元/次，线上随
访全程‘零付费’。”中心主治医师许
丽琼表示，社区门诊的优势在于价格
亲民、就近便捷，且能结合慢性病管
理，为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提供长期
膳食指导。

科学减重需求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