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我区病毒性肝炎防治历程

2003年7月 1日起，将新生儿乙肝疫苗纳入西藏自治

区儿童免疫程序，为适龄儿童提供乙肝疫苗接种服务。

2006年制定并实施《西藏自治区乙型病毒性肝炎防治规

划（2006—2010年）》。2009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印发《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国家确

定将15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列为新增的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西藏自治区卫生厅确定我区计划2009年用1

年时间为全区范围内对15岁以下未免疫人群实施乙肝疫

苗查漏补种，进一步降低该人群乙肝病毒感染率和乙肝表

面抗原携带率。2009年全区完成15岁以下人群乙肝疫苗

免费补种42万人、补种126万针次，未接种或未全程接种

乙肝疫苗的儿童进行及时补种，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年度

计划。

二、目前我区病毒性乙肝流行情况

2014年全国1-29岁人群新型病毒性肝炎血清流行病学

调查报告显示，我区1-29岁调查人群乙肝病毒（HBV）阳性

率为22.52%，比2006年全国调查结果（35.26%）相比，下降

了36.14%。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率为4.51%，与2006

年（11.16%）相比下降了59.6%。

三、近年我区病毒性肝炎防治情况

根据《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2017-2020年）》，近年

来我区全面推进国家免疫规划实施，提高乙肝疫苗接种率，

建立并巩固免疫屏障。2018年开展西藏自治区新生儿乙肝

疫苗接种社会工作服务示范项目，旨在通过对示范区的医

疗机构产科医护人员、疾控机构免疫规划管理人员和基层

预防接种人员的业务培训以及对孕产妇进行肝炎防治知识

的宣传教育，提高新生儿首针乙肝疫苗及时接种率和全程

接种率，提升专业技术人员服务能力，降低乙肝流行水平，

助力健康西藏建设。同年，自治区卫健委下发《西藏自治区

结核病、肝炎、风湿病（骨关节疾病）综合防治工作方案》，实

施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阻断母婴传播为主的乙肝综合防

控策略。2021年我区乙肝疫苗报告接种率达到90%以上。

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区病毒性乙肝防治工作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HBV感染率有了明显下降，但人群感染率依

然高于国家平均水平，病毒性肝炎仍然是我区重要的公共

卫生问题。防治肝炎任重道远，我们会认真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思想，全面推进健康西藏

建设的总体指导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各界力量共

抗肝炎，不断创新发展，落实《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划》提

出的任务，努力实现世界卫生组织2030消除肝炎威胁和

《健康中国2030》的战略目标，为实现没有肝炎的未来、推进

“健康西藏”建设而奋斗。

2022年7月28日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第12个“世界肝炎日”。为配合世界肝炎日宣传工作，号召公众积极主动

接种肝炎疫苗，主动进行体检了解肝脏健康状况，慢性病毒性肝炎患者接受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全面遏制病毒性肝炎对

人类健康的威胁，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确定今年的宣传主题为：“防治肝炎，健康你我”。

病毒性肝炎是由多种肝炎病毒引起的，以肝脏炎症和

坏死病变为主的一组传染病。分为甲、乙、丙、丁、戊型，五

种病毒型肝炎。病毒性肝炎给全球和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

健康损失，特别是对社会和家庭造成巨大的疾病负担，严重

危害人民群众的健康，我们要实现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

的目标。

甲型肝炎

传播途径：主要经粪-口途径传播，食用被病毒污染的

食物和水都可能感染甲型肝炎。

预防措施：
1.接种甲肝疫苗

2.养成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规律作息

●饮水必须煮沸；

●饭前便后要洗手；

●食物须清洗干净并彻底煮熟，尤其是海鲜类；

●不要购买来路不明的路边摊点的食物。

乙型肝炎

传播途径：通过破损的皮肤、黏膜进入人体血液，造成

感染，包括母婴传播、血液传播、性传播

预防措施：

1.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肝的根本措施

2.切断传播途径

●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

●避免使用消毒不彻底的工具纹身、纹眉、穿耳洞、针

灸、修脚等；

●避免和他人共用容易被血液污染的卫生用品，如牙

刷、剃须刀等；

●遵守性道德，保持单一性伴侣，正确使用安全套；

●拒绝毒品，不共用针具静脉注射毒品。

丙型肝炎

传播途径：与乙肝相似，但丙肝以输血及血制品传播为主。

预防措施：采取积极的、有效的措施切断传播途径，丙

肝是可以预防的。

●拒绝毒品，不共用针具静脉注射毒品；

●大力倡导无偿献血，杜绝非法采、供血；

●避免不必要的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制品；

●到正规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注射、输血和使用血液

制品；

●不与他人共用针具或其他纹身、穿刺工具；

●不与他人共用剃须刀、牙刷等可能引起出血的个人

用品；

●遵守性道德，保持单一性伴侣，正确使用安全套；

●感染丙肝病毒的妇女尽量在治愈后怀孕，目前没有

证据证实母乳喂养可以传播丙肝，但乳头有破损时，要避免

母乳喂养。

丁型肝炎

丁肝要在感染乙肝的基础上或与乙肝病毒同时感染才

能感染。传播途径与乙肝相似，预防与乙肝相同。

戊型肝炎

传播途径：通过粪-口途径传播，水源或食物被污染可

引起暴发流行；目前随着对戊肝研究的不断深入，血液、母

婴传播也可能感染戊肝。

预防措施：
1.接种戊肝疫苗是预防戊肝的有效手段。

2.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饮用洁净的水源，防止

“病从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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