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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

常，是导致早期流产、死胎、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主要原

因。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健康教育，普及优生健康知识和技

能，提升公众健康素养是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的重要内容，也是

防治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和妇幼健康水平最根本、最

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年）》明确将“主动学习掌握出生缺陷防治知

识”作为适用于个人和社会的倡导性指标纳入评估指标体系。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也将出生缺陷防治知识作为健康教

育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加强出生缺陷防治健康教育，深入推

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和健康中国建设，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编

写了出生缺陷防治健康教育核心信息20条，供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社会组织、大众媒体等向公众推广传

播，供广大群众特别是育龄夫妇学习使用。

近亲结婚是指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直系
血亲包括父母与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
女。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包括同胞叔（伯、姑）与侄（女）、
舅（姨）与外甥（女）、表兄弟（妹）、堂兄弟（妹）。血缘
关系越近，遗传性疾病的发生风险越高。

婚前医学检查不同于常规的健康体检。男女双方应当在结

婚登记前主动到医疗机构接受婚前医学检查、卫生指导和健康

咨询等婚前保健服务，重点针对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

病、有关精神病以及其他影响婚育的疾病进行咨询、检查和指

导。

35岁以上的妇女怀孕为高龄妊娠，会增加妊娠期高血

压、糖尿病以及胚胎停育、流产、胎儿出生缺陷等不良妊娠结

局的发生风险。

前言

核心信息 20 条

二、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主动接受婚前医学检查等婚前
保健服务。

三、提倡适龄生育，避免高龄妊娠。

四、倡导计划怀孕，减少意外妊娠。

无怀孕计划的夫妇，应当积极采取科学、适宜的避孕方
法，减少意外妊娠和流产的发生，保护生育能力。

一、禁止近亲结婚，降低遗传性疾病的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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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膳食，适量运动，保持适宜体重，规律作息，放松心

情，戒烟戒酒，避免接触二手烟，远离毒品和成瘾性药品，养

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备孕妇女应当从孕前3个月开始，每天服用0.4mg叶酸或

含0.4mg叶酸的复合维生素，至少服用到怀孕后3个月，以降

低胎儿神经管缺陷的发生风险。可向当地妇幼保健机构咨询免

费领取叶酸的政策。

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等地区的人群地中海贫血（地贫）基因携带率较高，

夫妇双方应当在婚前、孕前或孕期主动接受地贫筛查，越早越

好，以了解自己是否携带地贫基因。筛查出的高风险夫妇应当

进行产前诊断，避免重型地贫儿出生。

孕妇应当在孕12周到医疗机构建立孕产期保健档案（册、

卡），定期进行产前检查，及时掌握孕妇和胎儿的健康状况。

整个孕期应当至少接受5次产前检查，有异常情况者应当在医

生指导下适当增加产前检查次数。

通过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及早发现可能影响孕育的风险因

素，及时采取干预措施，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可到当地医

疗机构咨询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政策。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备孕夫妇，应当到医疗机构接受有针对

性的咨询指导：家族成员中有遗传性疾病患者、分娩过出生缺

陷儿、有反复流产或死胎等不良孕产史。

计划怀孕的妇女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甲状腺疾

病、肺部疾病、精神障碍、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应当积极治

疗，待疾病治愈或病情稳定后再备孕。孕期应当在医生指导下

科学用药。

孕期患病可能会对母亲和胎儿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孕妇患

病应当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既不要擅自用药，

也不要因过度担心药物对胎儿的影响而拒绝服用必需的药物。

孕前和孕期应当避免接触铅、汞、苯、甲醛、农药等有毒

有害物质，避免接触放射线。不宜密切接触猫、狗等动物。

五、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科学备孕。

十一、增补小剂量叶酸，预防胎儿神经管缺陷发生。

十二、地中海贫血高发地区的夫妇双方应当接受地贫筛查。

十三、及时建档立卡，定期接受产前检查。

六、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避免接触有毒有害物质。

七、计划怀孕的夫妇应当接受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九、积极治疗自身疾病，维持良好孕育条件。

十、孕期谨慎用药，必要时应当在医生指导下合理用药。

八、有遗传病家族史或不良孕产史的夫妇应当到医疗机构
接受针对性的咨询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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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的出生缺陷患儿应当及时到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和康复
训练，改善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可向当地医疗机构咨询
出生缺陷防治相关惠民政策。

二十、出生缺陷患儿应当及时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
超声产前筛查应当在孕16-24周进行，最佳筛查时间是孕

20-24周。如超声筛查提示有胎儿结构异常，应当及时到具有

产前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进一步检查。

唐氏综合征患儿存在严重、不可逆的智力障碍，生活不能

自理。孕妇应当在孕12-22周到医疗机构知情选择进行唐氏综

合征产前筛查。35岁以上的孕妇应当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进行

产前诊断。

新生儿出生后应当及时接受苯丙酮尿症、先天性甲状腺功
能减低症和听力障碍等疾病筛查，促进先天性疾病早发现、早
诊断、早治疗，减少儿童残疾。各地筛查病种有所不同，可向
当地医疗机构咨询。

新生儿出院后1周接受医务人员的家庭访视，儿童应当在
1、3、6、8、12、18、24、30、36月龄以及4、5、6岁时
到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儿童保健服务，监测生
长发育状况。发现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的，应当及时就
诊。十六、孕中期应当接受超声产前筛查，及时发现严重胎儿结

构畸形。

十七、孕期应当接受唐氏综合征产前筛查。

十八、新生儿出生后应当及时接受相关疾病筛查。

十九、0-6 岁儿童应当定期接受儿童保健服务。

孕期应当坚持食物多样化，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保持体

重适度增长。适当增加奶、鱼、禽、蛋、瘦肉、蔬菜、水果等

优质蛋白和维生素的摄入，在医生指导下适量补充钙、铁等营

养素。

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病毒可经胎盘传播，导致胎儿感染。

政府免费为孕妇提供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筛查，预防疾病母婴

传播。

十四、孕期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保持体重适度增长。

十五、首次产前检查时应当接受艾滋病、梅毒、乙肝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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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宣传活动宣传口号

7 8

一、出生缺陷早预防，健康中国我行动。

二、出生缺陷群防群控，健康中国你我同行。

三、防治出生缺陷，我行动、我健康。

四、防治出生缺陷，你我携手同行。

五、关注生命起点健康，预防出生缺陷发生。

六、普及优生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七、预防出生缺陷，从婚前孕前开始。

八、重视婚检孕检，孕育健康生命。

九、主动婚前检查，增进婚姻幸福。

十、婚前先检查，健康早知道。

十一、怀孕要计划，孕前先检查。

十二、孕前检查益处多，帮你生个好宝宝。

十三、孕期要保健，产前需筛查。

十四、定期产前检查，保障母婴安全。

十五、重视新生儿筛查，呵护儿童健康。

十六、防治出生缺陷，避免先天残疾。

十七、孕育健康宝宝，燃亮幸福人生。

十八、科学孕育，共享健康，幸福人生。

十九、出生缺陷早预防，宝宝健康惠全家。

二十、防治出生缺陷，促进妇幼健康，建设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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