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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健康教育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中的作用
金  鑫   （盘州市柏果镇卫生院  贵州盘州  553531）

摘要：健康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正常状态，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民族兴旺的保证。维护全体公民的健康和提高各族人民的健康水平，是

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而健康教育则是一项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大的保健措施，其作为卫生保健的战略措施已得到全世界的公认，并被

列十一大基本公共卫生项目之一，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就健康教育在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中的作用做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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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人民群众健康的

卫生服务，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1] 的重要内容。而

健康教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公共卫生服务过程中的关键环

节。有效的健康教育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提高健康意识，重视健康内容，

也有利于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效果。

1 健康教育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功能

1.1 有利于规范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

居民健康档案记录居民健康信息、了解其健康情况的重要文件，

建立并完善居民健康档案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工作 [2]。但由于

建档工作是新增服务项目，很多居民不了解其作用和意义，对该工作

不配合。而通过多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活动，如播放宣传片、张贴宣传画、

发放小册子、宣传单、开办社区宣传栏等。让广大居民了解建档的意义，

积极主动参与该工作，从而提高建档率。

1.2 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与人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许多慢性疾病如冠心病、高血

压、肥胖、恶性肿瘤等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关系密切。据报道，约有

50% 的现代疾病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3]。而健康教育是改变人们生活

方式的重要手段。对居民开展合理运动、膳食平衡、控制体重、减少

食盐、高脂肪、高糖的摄入、稳定情绪、控烟限酒等控制疾病危险因

素的健康教育有利于促进居民提高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教育方式可通过面对面宣传、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微信、QQ 等各

多种方式。

1.3 提高居民对传染病及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护意识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多种传染病如甲肝、性病等的元凶。而健

康教育可提高居民的防护意识，掌握传染病的预防方法，及时报告传

染病疫情的重要性，从而远离传染病。近年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逐

渐增多，而根据其性质和特点开展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其相关知识技

能的健康教育，可保护居民免受危害。对发现或怀疑食品污染、食源

性疾病、食物中毒等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及时报告，自觉

参与到卫生监督协管服务，提高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率、卫生监督

效能 [4]，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率。

2 健康教育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的作用

2.1 提高重点人群的预防接种率

预防接种是控制疾病的有效措施，投资少、效益高 [5]，是通过对

0 ～ 6 岁儿童、孕妇、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开展预防接种服务，产生自

动或被动免疫力，预防和控制相关传染病发生，以对上述重点人群产

生保护作用。在对重点人群开展预防接种服务时，同时进行针对性健

康教育，包括健康指导、免费服务内容、相关疾病筛查、健康问题的

处理等，提高其健康保健的积极性，主动接受服务，积极参与重点人

群的疾病筛查，以对疾病早发现早治疗。

2.2 规范慢性疾病的健康管理

2.2.1 规范高血压的健康管理：高血压是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

基础，而高血压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和年轻化趋势。加强高血压患者

的健康管理，控制病情的发展，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人群生活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对高血压相关知识知晓率，

提高其主动测量血压的积极性，从而早发现早治疗。提高高血压患者

对健康服务的正确认知，从而主动接受健康管理服务。主动接受每年

至少 4 次的面对面随访服务，每年 1 次全面的健康检查。提高坚持药

物治疗依从性，遵从医务人员的指导，摒弃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和生活

方式，采取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2.2.2 规范糖尿病的健康管理：在居民中开展糖尿病的健康教育，

提高高危人群的定期筛查率，同时接受医务人员的健康指导。而对糖

尿病患者，通过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使其知晓糖尿病健康管理服务的

内容，主动参与免费空腹血糖检测、随访和健康体检服务。主动配合

医务人员的健康指导，找出减缓病情发展的方法，消除健康危险因素。

以控制病情的发展，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提高疾病控制效果。

2.2.3 规范精神疾病的管理：对患者及家属进行随访，了解其健

康教育需求，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心理支持和帮助，提高其主动

配合治疗的积极性，鼓励家属多给予患者关心，帮助患者进行生活功

能康复锻炼，指导其接受生活技能训练，主动参与社会活动，鼓励其

重新回归社会。

3 小结

健康教育是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要措施，直接关系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中具有先导、基础的作用，可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各项内容进行充

分融合，并能增强其他各项内容的服务效果 [6]。健康教育可以提高居

民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正确认知，增强其接受卫生服务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居民自我保健意识和保健技能，增强

其心理自我调节能力，自觉控制不健康行为，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消除健康危险因素，提供其参与疾病筛查的积极性，以控制疾病的发

生发展，尽量将疾病的伤害降到最低，以保障居民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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