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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卫市城乡孕妇免费
唐氏筛查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减少出生缺陷发生，2019

年市人民政府将孕妇免费唐氏筛查项目列入“妇女关爱行动”民

生实事内容，为确保民生实事目标任务按期完成，根据《2019 年

中卫市 10件民生实事任务分工方案》（卫政办发〔2019〕15 号），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目标

为全市 16000 名孕妇城乡孕妇提供唐氏筛查，其中沙坡头区

5000 名，中宁县 4000 名，海原县 7000 名。通过实施孕妇免费唐

氏筛查项目，普及预防出生缺陷科普知识，降低导致出生缺陷发

生等不良妊娠风险因素，提高全市出生人口质量。

二、项目范围及对象

夫妻一方具有中卫市户籍或在中卫市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

孕妇，符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计划外怀孕的自费），年龄 35

周岁以下，妊娠 15-20+6周符合筛查条件的孕妇均作为免费筛查

对象进行筛查。

三、项目内容

（一）广泛宣传。市、县（区）各医疗卫生单位要大力普及

出生缺陷防治知识，增强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和能力。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微信公众号“互联网+妇幼健康”等多种形式开展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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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的优生咨询服务。实施婚前医学检查、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科学补服叶酸，产前检查、产前筛查“一站式”服务。

提高群众对出生缺陷防治知识的知晓率，使目标孕妇能够主动参

与免费唐氏筛查服务。

（二）服务内容。开展出生缺陷预防知识宣传；为妊娠 15-20+6

周（最佳时间 16-18 周）的孕妇进行 21-三体综合征（唐氏综合

征）、18-三体综合征和开放性神经管缺陷血清生化免疫筛查；

对筛查孕妇进行妊娠风险评估、遗传咨询指导、高风险人群转诊

及妊娠结局追踪随访等。

（三）服务机构。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是目前全市

唯一具有产前筛查资质的服务机构，孕妇免费唐氏筛查项目由市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承担并组织实施。

（四）项目流程及工作职责

1.乡镇卫生计生办和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开展出生缺陷防治宣传培训，对目标人群进行调查摸底、

登记造册。

（2）做好孕产妇健康管理工作，早孕建卡时做好宣传教育，

积极动员符合筛查条件的孕妇自愿接受免费产前筛查。

（3）符合筛查条件的孕妇携带户口本、身份证原件或流动人

口婚育证明到户籍所在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具免

费产前筛查预约卡。

2.县（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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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筛查孕妇提供出生缺陷预防咨询服务，筛查孕妇持

免费产前筛查预约卡和身份证到户籍所在地县（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完善相关资料、签订《孕妇免费唐氏筛查知情同

意书》、抽取血样。

（2）规范采集筛查孕妇血样。

（3）对筛查结果为临界风险和高风险孕妇进行产前诊断转

诊并对妊娠结局进行跟踪随访。

3.市（沙坡头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1）负责项目工作的具体实施，包括宣传培训、信息管理、

质量控制、项目指导等工作，承担沙坡头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工作职责。

（2）健全和完善筛查相关规章制度，做好筛查、随访等环

节的有效衔接，按照筛查技术规范提供筛查服务。确保筛查质量，

做好筛查孕妇信息登记、筛查结果登记、反馈、转诊、档案保存

等工作。

（3）对筛查孕妇血样进行及时检测并在一周内将筛查结果

反馈至县（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4）向市卫生健康委及时汇总上报筛查情况。

（5）接受市卫生健康委和自治区妇幼保健院的业务督导和

检查。

4.市、县（区）综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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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首诊负责制，做好筛查项目的宣传工作，核实来诊孕妇

孕周并督促符合筛查条件的孕妇到县（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

务中心参加免费唐氏筛查。

5.市、县（区）卫生健康局

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监督各相关单位落实工作职

责，及时掌握并上报项目工作信息，协调解决项目实施中存在的

问题，检查督导项目落实情况，总结上报项目实施经验。

（五）信息管理

各县（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对筛查孕妇每月统计

本县（区）筛查人数、筛查结果、高风险人群妊娠结局随访等数

据信息，将《中卫市孕妇免费唐氏筛查项目月度统计表》（附件

5）于每月 8 日前报送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同时抄送

县（区）卫生健康局。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每月 10 日

前将各县（区）筛查情况统计汇总后上报市卫生健康委。

四、经费保障

每位孕妇免费唐氏筛查经费结算标准为 228 元，由各县（区）

财政按照“当年全额预拨、年底考核结算、差额多抵少补”的原

则拨付。筛查项目资金由各县（区）财政直接拨付市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严格专项资金管

理使用，专款专用，如违反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五、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孕妇免费唐氏筛查项目实施对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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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生缺陷发生率、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提高

人均预期寿命和出生人口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各

县（区）卫生健康局要站在为民办实事的高度，明确工作职责，

做好宣传动员。力争做到人员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效果

到位，切切实实为民谋福利，让广大群众感受到党委政府的温暖。

市卫生健康委组织成立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组（名单见

附件 1），确保项目实施效果。

（二）强化宣传教育。各县（区）要充分发挥卫生健康系

统网络优势，利用县（区）、乡（镇）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机构、

村（居）卫生室、人口学校定期进行出生缺陷防治知识宣传。各

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将免费产前筛查流程、机构、目标人群等信息

通过宣传橱窗、专栏、展板、网络、广播、电视等方式进行多渠

道、全方位宣传，提高群众对出生缺陷预防重要性的认识。

（三）科学规范实施。项目组织实施单位要规范项目流程、

统一项目表册，细化项目环节，切实做好目标人群信息核对、血

液采集运送、风险评估、咨询指导、追踪随访和档案管理等工作，

确保信息核对和筛查结果的准确性、血液采集运送的安全性、风

险评估的科学性、咨询指导和追踪随访的实效性，筛查结果转诊

反馈的及时性。严格掌握适用人群、慎用人群和不适用人群，全

面、准确告知孕妇相关服务内容，尊重孕妇知情权和选择权，要

在充分告知并知情同意的前提下，与孕妇本人或其家属签署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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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书，保护孕妇隐私，维护孕妇权益。不随意夸大该项技术效

果和服务的目标疾病等。

（四）严格督导考核。孕妇免费唐氏筛查项目作为市人民

政府确定的2019年10件民生实事之一纳入年度政府效能目标考

核，各县（区）、单位要积极宣传引导符合筛查条件的孕妇进行

筛查，对工作落实不力、弄虚作假、虚报筛查人数的县（区）、

单位要进行问责。落实首诊负责制，对因各医疗卫生单位宣传动

员不及时导致符合筛查条件的孕妇应筛未筛造成的矛盾纠纷和

上访事件要进行问责。市卫生健康委将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跟踪

落实，每月汇总筛查信息、季度督导筛查情况、半年分析通报筛

查情况、年底评估验收筛查结果。季度督导成绩计入县（区）、

单位日常考核。

附件：1.中卫市2019年孕妇免费唐氏筛查项目领导小组名单

2.中卫市2019年孕妇免费唐氏筛查技术指导小组名单

3.孕妇免费唐氏筛查随访登记表

4.产前诊断转诊单

5.免费唐氏筛查孕妇 月度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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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卫市孕妇免费唐氏筛查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田风才 中卫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副组长：詹树楷 中卫市财政局副局长

孙素香 中卫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成 员：张智艳 中卫市社会保障科科长

拓万莉 中卫市卫生健康委技术服务科负责人

赵云成 沙坡头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赵殿龙 中宁县卫生健康局局长

田兴贵 海原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张化庆 中卫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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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卫市孕妇免费唐氏筛查项目
技术指导小组名单

组 长：张化庆 中卫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田淑萍 中宁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刘彦虎 海原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主任

赵锦芳 中卫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副主任

赵娅丽 中卫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信息科科长

雍秀红 中卫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检验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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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孕妇免费唐氏筛查随访登记表

日期 编号 姓名
年

龄
住址 孕产次

孕

周

不 良

孕产史

筛查结果
咨询后建议 联系电话

筛查孕

妇签名

随访医

师签名
备注

高风险 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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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产前诊断转诊单

孕妇姓名： 年龄 ： 联系电话： 末次月经： 年 月 日，

其在孕 周时在我院进行了产前唐氏筛查，其中 筛查结果“ ”转诊到

院进行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

转诊单位： 联系电话：

经治医师： 日 期： 年 月 日

温馨提示

转诊单位：1.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兴庆区胜利南街804号。（附近公交：102、37、15、3、12）

2.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56号（附近公交：101、313、316、12、102、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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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孕妇免费唐氏筛查工作 月度统计表

县（区）：

应筛人数 筛查人数

筛查异常人数

转诊人数

合计 临界风险人数 高风险人数

领导签字： 填表人员： 上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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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自治区妇幼保健院

中卫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年 3月 6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