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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母婴和妇女保健研究及培训合作中心工作报告

 

（北京妇产医院）  

北京妇产医院，北京妇幼保健院于1983年12月由世界卫生组织（WHO）确定为围产保健和研究培训合作

中心，1999年更名为WHO母婴和妇女保健研究及培训合作中心。1983年以来一直被连续任命，中心被任

命二十三年以来，围绕着中心的职能，为母婴和妇女的健康作了大量的培训及科研工作，并作为中国妇

婴保健监督的模范中心，完成了以下工作，现简述如下： 

一、围产保健工作  

1.本中心多年来在卫生部及北京市卫生局的领导下，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及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的支持和指

导下，围绕着围产保健工作、研究和培训有了一定的发展、提高和成就，起到了围产保健工作的中心工

作。为了更好地在北京市妇幼保健工作起主导作用，北京妇幼保健院于2002年6月组建。本中心的北京妇

产医院于1992年被评为中国首批爱婴医院之一，几年来不断巩固和改善工作并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

1994年被评为国家模范爱婴医院。本中心有5名医务人员被聘为参加全国爱婴医院的培训和评估工作，在

本市和全国的创建爱婴医院和母乳喂养工作中，本中心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2.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制定一个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围产保健方案。并举办母婴和妇女保健

的各种培训班，以传播和讲授围产保健、产前诊断和监护、高危妊娠、妊娠高血压、各种妇女保健诊断

及防治知识。 

3.分析孕产妇、婴儿死亡原因，对危急重症疾病防治进行培训，制定常规。1993年制定了《北京市围产保

健规范化管理常规》，降低了孕产妇和围产儿的死亡率。 

（1）组织编写产科合并症、并发症培训教材。根据目前北京市产科人员知识技能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

及影响北京市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因素、主要疾病，2006年对原2001年编写的《北京市产科危重症抢救常

规培训教材》中的内容，如产后出血、羊水栓塞、等进行了重新修订，并补充了北京市高危孕产妇转诊

办法，早产、妊娠合并心脏病等内容，完成了《北京市助产技术培训教材》的编写与印刷。举办了北京

市助产技术培训班。采用上述教材，培训一、二、三级助产机构的产科医生，18个区县妇幼保健院妇女

保健科人员。 

（2）1994年增加了孕妇糖尿病的筛查，并系统给予诊治。1995年对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研究，用钙、硒

或阿斯匹林进行预防，使妊高征的发生率从1985年的28%降至1995年的14.62%，围产儿死亡率从1980年

的29.3%降至1995年的15.1%。 

（3）组织市级孕产妇死亡评审，制定北京市围产儿死亡评审标准，有助于改进工作，降低围产儿死亡

率。 

（4）组织《高级产科生命支持》（ALSO）培训。帮助产科医生了解并掌握最新的依据循证医学理论的

产科危重症抢救知识技能，规范产科人员的操作标准。 

（5）先天缺陷的三级预防工作。建立产前诊断中心，制定及修改统一的产前筛查与产前诊断管理制度与

操作常规，完成“北京市产前诊断与筛查技术规范”的起草、修改。包括产前咨询、遗传咨询、产前胎

儿超声筛查与诊断、产前生化免疫筛查、产前羊水穿刺与培养、羊水细胞染色体诊断等技术操作常规，

以及产前筛查与诊断伦理规范、转会诊制度、档案建立与管理、质量管理等管理制度与规范。制定并正

式印制启用了产前诊断与产前筛查相关的各类登记册、报表。重新研究确定全市产前筛查管理模式。确



定了产前唐氏筛查技术的准入与质量管理方法，胎儿超声筛查技术的人员上岗要求等，为今后进一步加

强产前筛查工作打好基础。 

（6）围绕保障母婴安全、控制孕产妇、婴儿死亡率这个中心，开展产科质量与爱婴医院检查。2005年首

次开展了由卫生监督部门与妇幼保健业务管理部门和专家组共同对助产工作进行执法监督检查。 

4.积极参加与WHO合作，进行母婴和妇女保健的研究，组织并参加国内合作研究，对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防治、产前诊断、超声波诊断先天性畸形、新生儿疾病防治、妇女保健方面等的研究，降低了孕产妇和

围产儿的死亡率。 

5.编写出版了大量的围产及妇女保健方面的书籍，发表和交流了大量在国际、国内有影响的论文。 

6.作为中国妇婴保健监督的模范中心，制定了围产保健管理方法、统一围产保健手册、围产保健报表和围

产保健三级保健和医疗机构的职责。对北京市郊区县进行产前保健和围产保健工作的指导。 

7.1995年至今开设北京首家母婴和妇女健康咨询热线，每年接咨询电话约26000多个，把保健知识传授给

广大群众，得到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工作  

对新生儿听力筛查进行统一管理，制定筛查标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适宜技术培训。对

新建立的听力诊断中心主任及信息员进行了系统培训；制定了《北京市0-6岁儿童听力筛查诊断管理办

法》。普及新生儿疾病筛查知识，提高新生儿疾病筛查水平。做好筛查可疑病人的追踪和患儿的诊断治

疗工作。 

三、妇女保健和婚前保健工作  

1.1993年起本中心承担了高危婚前检查的任务，为有高危情况的妇女作婚前检查并给以指导。 

2.开展妇女病防治和各期的妇女保健工作，常见的生殖道感染，乳腺疾病和宫颈疾病，均举行相应的培训

和制定了具体诊治方案。 

3.由北京市卫生局牵头起草关于加强“北京市女职工妇科健康检查的通知”，重新修定“北京市妇科常见

疾病防治管理与技术规范”，对承担妇科体检的二、三级医院管理和技术人员进行培训，规范了女性健

康体检工作的管理 

4.生殖保健工作 

制定《北京市节育手术单位技术服务检查标准》；规范无痛人流技术；完成北京市无痛人工流产情况调

查报告。完成“北京市计划生育领域应用麻醉镇痛技术实施负压吸宫术服务管理办法”的撰写。修改

“北京市计划生育技术管理办法”及相关的管理规范。 

5.建立与完善各项妇幼保健工作规范与制度 

制定了“婚检主检医生例会制度”及“婚前医学检查疑难病症讨论制度”：进一步规范与计划生育技术

有关的医疗文书；编写了《北京市出生缺陷检测工作手册》；制定了《全国妇幼健康教育省市级管理规

范》、《全国妇幼健康教育区县级管理规范》、《全国妇幼健康教育工作考核标准（省市级）》、《全

国妇幼健康教育工作考核标准（区县级）》，《北京市妇幼健康教育管理规范》、《北京市孕妇学校管

理规范》等，并颁布试行。制定了社区健康教育评估指标，帮助评审了世界卫生组织人口计划生育项目

健康教育评估指标。 

6.更年期妇女保健 

2001年建立了更年期保健治疗中心，对更年期妇女的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提高更年期妇女的生活质

量。 

四、开展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  

1.开展人员培训：举办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培训班”，培训人员包括产科主任、儿科主任、婚检

机构的主检医师，相关保健管理人员。内容包括：北京市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实施方案、艾滋病母婴传

播流行状况和预防、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孕产期预防和保健、职业暴露的危险评估和预防、HIV自愿咨询

检测、以及预防艾滋病的伦理学问题等。印发培训教材2000本。 



2.制定了“北京市预防爱滋病母婴传播督导方案”。为下一步督导各区县落实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做

好准备。 

3.编写了“北京市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手册”，并印发6000册，使相关医护人员了解有关预防艾滋病

母婴传播知识与要求，从而为此项工作的开展打好基础。 

4.反复修改并确定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相关的登记与报表内容，申请了统计局报表文号，并正式启用了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相关的报表系统。 

5.起草并修改完成了“艾滋病自愿检测告知单”，拟将模板提供给各相关的医疗保健机构。 

五、每年举办各项培训工作  

近几年举办各项培训班的主要内容为： 

六、科研工作  

1.参加WHO的研究项目 

（1）1984年参加WHO的“婴儿出生体重的替代测量”的合作研究。参加WHO组织的“用人体测量估计

胎龄”的合作研究。 

（2）织和进行WHO产程图在城乡医院应用的研究。 

（3）参加WHO资助上海WHO妇幼保健研究和培训中心负责的项目。有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流行病学调

查。母乳喂养的研究等。 

（4）流动人口妇幼保健管理研究：该项目是2006-2010年，由儿基会资助，卫生部及北京市卫生局组织，

北京市疾控中心与北京妇幼保健院共同承担的流动人口妇幼保健管理模式研究项目，2006年，完成了项

目的实施方案及调查问卷设计，并参加了由卫生部召开的项目启动会。 

（5）2001年完成卫生部与WHO合作项目《保护、促进、支持自然分娩》。 

序号  培训内容 培训期数  培训人数  

1 围产保健、妇女保健、女工保健培训 57 7599

2 产前诊断（遗传、超声波诊断） 18 763

3 胎儿监护、出生缺陷诊断、妊高征的防治 8 248

4 高危妊娠、产科合并症并发症的防治 9 400

5 流行病学 、卫生统计学 4 160

6 新生儿监护和疾病防治 8 471

7 乳腺疾病筛查培训班 2 220

8 产后保健新知识培训班 1 150

9 母乳喂养新知识、新技能与卫生部“爱婴医院监督评估指南”
应用 

7 812

10 产科危重症抢救技能培训班 8 900

11 乳腺肿瘤防治新进展 1 80

12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规范培训 13 3015

13 孕期健康教育授课技巧 1 200

14 DDST筛查培训 10 471

15 儿童卫生保健系统讲座 12 1714

16 保健医生上岗前培训 4 722

17 新生儿筛查常规培训 7 604

18 0-6岁儿童听力筛查培训 3 900

19 亚健康新技术推广培训 2 40

20 骨质疏松症的诊断与治疗 3 450

21 盆底结构损伤的评价与重建 1 105

22 不育症诊断治疗及进展 2 300

23 激素补充方案分类 2 300

24 月经失调的临床处理 1 100

25 产科适宜技术培训 3 146

26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师资培训班 3 470

27 婚前保健管理规范岗前培训 3 306

28 出生缺陷监测与管理规范培训 5 407

29 健康教育方法培训 2 320

30 妇科病防治系列讲座 4 580

31 宫颈疾病防治培训 10 973

32 产科护理新业务培训班 1 102

33 新生儿复苏培训 10 380

34 新生儿抚触学习班 1 100
合计   226 24508



2.组织和参加国内的合作研究 

（1）围产保健人性化综合服务研究：完成项目实施后的孕妇调查、产妇调查、医院调查。 

（2）孕产妇死亡率和死因的研究，围产儿死亡和城市围产保健信息网的研究。 

（3）完成国家科委课题《妊娠糖尿病系统管理方案的多中心研究》。 

（4）完成卫生部九五攻关课题《孕期GBS感染的诊断及其胎儿、新生儿的影响》。 

（5）参与卫生部、财政部和国家妇儿工委的项目“将低孕产妇死亡、消除新生儿破伤风”，2001年完

成。 

3.为母婴安全进行的疾病和情况的研究 

（1）妊娠高血压综合征的研究、产前诊断的研究、新生儿疾病防治的研究、新生儿身心发育的研究等。 

（2）卫生部“两纲”指标调查项目：卫生部妇社司在全国开展儿童维生素A缺乏、低出生体重发生率、

婴幼儿家长科学喂养知识普及率、5岁以下儿童中、重度营养不良患病率及孕产妇中、重度贫血患病率的

横断面调查，完成了相关的调研工作。 

（3）北京市2006年7岁以下儿童单纯性肥胖流行学调查。 

（4）北京市儿童伤害干预项目：此项目是联合国儿基会与北京市妇儿工委的联合研究项目，北京妇幼保

健院参与了其中儿童意外伤害监测与健康教育内容。完成了儿童伤害监测方案制定、监测培训。 

（5）完成了国家CDC妇幼保健中心的“乳腺癌危险度评价量表研究”课题。 

（6） 申请获得了多项北京市卫生局首发基金联合攻关项目：如“北京市出生缺陷监测与管理模式研

究”及“北京地区女性常见乳腺疾病流行现状及高危因素研究。 

4.正在进行的课题 

（1）利用基因多态性预测子痫前期发病风险的研究。 

（2）子痫前期及并发症预测和管理的研究，北京重大出生缺陷诊断及治疗研究。 

（3）北京市出生缺陷监测与管理模式研究。 

（4）21三体综合征高风险预测相关蛋白的研究。 

（5）遗传病的产前筛查及诊断。 

（6）DOWN’s的产前筛查及诊断。 

（7）北京地区妇女宫颈病变的流行病学调查。 

（8）妊娠期宫颈病变治疗、干预措施及效果评价研究。 

（9）小剂量化疗药物用于中晚期宫颈癌放疗增敏的指征及药物选择的研究。 

（10）高度宫颈病变患者锥切术后HPV转归的研究。 

（11）北京地区女性常见乳腺疾病流行现状及高危因素研究。  

（12）宫腔镜对子宫内膜癌细胞腹膜腔播散及生存预后影响的研究。 

（13）异位妊娠子宫内膜与输卵管雌孕激素受体表达关系的研究。 

七、科研成果  

1.北京市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管理模式研究，获宋庆龄基金儿科医学奖。   



2. 多年来，每年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杂志上发表论文近100篇，其中有被SCI收录的文章多篇。 

八、国际交流情况  

1.与瑞典斯德哥尔摩南方医院结成伙伴关系，双方合作交流多次。 

2.与法国亚眠大学医疗中心结成伙伴关系，双方在妇产科学科领域进行交流，相互学习。 

3.每年有多个专家参加各种国际会议进行国际交流。 

4.每年接待和邀请多位国外专家进行讲座和交流。 

九、未来工作计划  

今后的工作中，在卫生部及北京市卫生局的领导下，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及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的支持和

指导下，围绕中心职能，我中心将继续努力工作，使中心工作更好地为广大妇女和母婴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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