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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合众国际社网站7月12日报道，

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中国收获了第一

批由搭乘嫦娥五号月球探测器前往太空

的种子培育出的水稻。

报道称，去年11月，大约40克稻种搭

乘嫦娥五号前往月球。暴露于宇宙辐射

和零重力环境下，一些种子可能会变异，

在返回地球后种植可能会带来更高产量。

报道提到，中国人自上世纪80年代

以来一直在将种子送入太空，包括水稻、

棉花和西红柿。

报道援引中国媒体报道，在广东的

华南农业大学，这些稻种在经过数月生

长后迎来了第一次收获。

水稻育种专家表示，需要经过一系

列试验、比较等过程，然后才能通过省级

和国家级评审。

另据彭博新闻社网站 7月 12日报

道，中国用去年旅月航行归来的种子培

育出的“太空稻”迎来首次收获，科学家

希望它能帮助培育新的稻米品种，保障

中国的粮食安全。

据报道，这批稻米是由去年嫦娥五

号月球探测器携带的40克水稻种子培育

而来。为了培育出可以推广的最佳品

种，帮助提高中国的粮食产量，科学家们

还需要进行更多试验和种植。

报道称，过去一年，中国提高了对粮

食安全和供应的重视，加强了进口管理，

并敦促提高主要作物的自给自足程度，

以养活14亿人口。

报道指出，种子是这一努力的支柱，

当局最近提出的行动方案把种源安全提

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并誓言

支持相关研究和农业项目。

报道介绍，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

把水稻和其他作物的种子送入太空，包

括棉花和西红柿在内的超过200种航天

育种作物已通过评审。据媒体报道，中

国批准的航天育种作物新品种累计种植

推广面积超过240万公顷。

报道称，在宇宙环境下，一些种子可能

会出现变异，从而能够在返回后获得更高

产量。中国媒体援引相关太空育种研究中

心负责人的话报道称，“太空稻”进入市场

可能需要3到4年时间。■ 据《参考消息》

国际空间站美国宇航员梅根·麦克

阿瑟日前表示，宇航员们将首次在太空

培育辣椒。她在社交媒体上说：“今天，

植物栖息地 4 号实验启动！我们首次在

太空种植辣椒，这是一项艰巨任务，因为

辣椒的发芽和生长周期比较长。但它是

维生素C的重要来源，也是调味品！”

此前，俄罗斯科学家也曾计划在国

际空间站上种植甜椒，2016 年 12 月“进

步 MS-04”货运飞船因发射事故未能将

“拉达-2”温室送往国际空间站，导致“种

菜”实验失败。 ■ 据《都市快报》

全国有多少家医疗卫生机构？
——截至2020年末总数超102万

全国目前有多少家医疗机构？

依照公报数据，2020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022922个，比上年增加15377个。

从床位数来看，2020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

910.1万张，其中：医院713.1万张(占 78.4%)，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164.9万张(占 18.1%)，专业公共卫生机构29.6万张

(占 3.3%)。医院中，公立医院床位占71.4%，民营医院床

位占28.6%。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2019年6.30张增加

到2020年6.46张。

全国有多少卫生人员？
——总数超1300万人

近年来，全国卫生人员总数也在增加。

此次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末，全国卫生人员总数

达1347.5万人，比上年增加54.7万人。

2020年末，卫生人员总数中，卫生技术人员1067.8万

人。这其中，执业(助理)医师408.6万人，注册护士470.9

万人。与上年比较，卫生技术人员增加 52.4 万人 (增长

5.2%)。

从学历来看，2020年末，卫生技术人员本科及以上学

历占42.0%。

2020年，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2.90人，每千人口

注册护士3.34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2.90人，每万人口专

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员6.56人。

去年老百姓平均每人看了几次病？
——2020年居民到医疗机构平均就诊5.5次

那么，去年中国居民每人平均去了几次医院呢？

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77.4亿人次，比上年减少9.8亿人次。2020年居民到医疗

卫生机构平均就诊5.5次。

2020年总诊疗人次中，医院33.2亿人次(占42.9%)，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41.2亿人次(占53.2%)，其他医疗卫生机构

3.0亿人次(占3.0%)。

据新华社电（记者 彭韵佳） 国家卫健委日前发布《关

于做好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明确

2021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为79元。其

中，2021年新增5元统筹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从五方面明确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重

点工作，包括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结合0～6岁儿童健

康管理，进一步做好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工作；优

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防接种门诊服务；推进电子健康档案

务实应用；以慢病患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重点人群为切

入点提升服务质量；优化项目内容和加强绩效评价。

为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质量，通知明确将以重点人群

如慢病患者、0～6岁儿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切入点，有

针对性地提供服务。

对此，未来将继续围绕以下三方面开展相关工作，包括以

具备医、防、管等能力的复合型医务人员为核心，以高血压、2型

糖尿病等慢病患者健康服务为突破口，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

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上级机构的双向协作和转诊机

制，推进基层慢病医防融合；以做好儿童眼部和视力检查工作

为契机扎实做好0～6岁儿童健康管理，依托电子健康档案完善

儿童视力档案；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为抓手做好老年

人健康管理，根据体检结果做好个性化健康教育和指导。

老百姓一年跑几次医院？花了多少钱？
您所关心的最新健康数据来了

日前，国家卫健委对外发布了《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全国有多少家医疗机构？老百姓去年跑了几次医院、花了多少钱？去年新生

人口有多少？这些公众关心的数据均对外公布。 ■ 据中新社

2021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
补助标准达79元

老百姓去看一次病平均花多少钱？
——2020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24.4元

那么，老百姓的医药费花销是什么情况呢？

根据公报数据，2020年，医院次均门诊费用324.4

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上涨 11.6%，按可比价格上涨

8.8%；人均住院费用10619.2元，按当年价格比上年上涨

7.8%，按可比价格上涨5.2%。日均住院费用1122.6元。

另外，2020 年，医院次均门诊药费 (126.9 元)占

39.1%，比上年(40.6%)下降1.5个百分点；医院人均住院药

费(2786.6元)占26.2%，比上年(27.5%)下降1.3个百分点。

2020年各级公立医院中，三级医院次均门诊费用上

涨10.7%(当年价格)，人均住院费用上涨5.6%，低于公立

医院病人费用涨幅。

去年报告死亡数第一的传染病是什么？
——艾滋病居首位，死亡数超1.8万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将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按照甲类传染病管

理，我国传染病病种增加至40种。

2020年，全国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267万例，报

告死亡2.6万人。

报告发病数居前5位的是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

毒、淋病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占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

病总数的92.2%。

报告死亡数居前五位的是艾滋病、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肺结核、病毒性肝炎、狂犬病，占甲乙类传染病报告死

亡总数的99.5%。其中，艾滋病报告死亡数超过1.8万。

2020年出生了多少人？
——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

本次发布的公报还涉及到了公众关心的生育问题。

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1200万人。二孩及以

上孩次占比为57.1%，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0.46。

2020年计划生育家庭奖励和扶助“三项制度”共投

入资金224亿元，比上年增加15亿元；农村部分计划生

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受益1535.1万人；计划生育家庭特

别扶助制度受益160万人，西部地区“少生快富”工程受

益2.9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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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收获旅月“太空稻”

宇航员将首次在太空培育辣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