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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肥胖流行已成为全球和中国公共卫生的重大挑战。世界肥胖联盟发布的 《2024 世界肥胖报告》（简

称 《报告》） 展示了全球超重和肥胖的最新数据和趋势，呼吁通过部门间的协作来应对肥胖问题。本研究

对 《报告》 进行解读，揭示全球超重和肥胖的严峻形势、向中低收入国家蔓延及年轻化的趋势特点、肥胖

与慢性病之间的紧密联系等，结合中国超重肥胖研究的最新证据，探讨了 《报告》 及“世界肥胖日”对中

国肥胖防控工作的启示，呼吁通过构建指南和共识、推动世界肥胖日中国相关活动、强化多部门协作及国

际合作等多种方式，应对中国肥胖挑战，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及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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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valence of obesity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for global and Chinese public health.  
The World Obesity Federation (WOF) released the World Obesity Atlas 2024 during the World Obesity Day 
(WOD) carnival, offering the latest data and trends on global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nd advocating for 
inter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obesity.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Atlas.  It highlights the high and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worldwide,
its rapid spread to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the emerging rising trend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nd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obesity and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tlas and WOD activities on obesi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fforts in China,incorporating the 
latest findings from studies in China.  Intensive efforts are needed in China to tackle the obesity challenge by 
developing guidelines and expert consensus,promoting WOD activities,enhancing multisectoral collabo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tc.  These efforts are crucial for advancing global obesit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chieving the Healthy China national goals,and fostering a global community with shared health and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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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已经成为危害人们健康的严重公共卫生

问题。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及多国政府高度

重视肥胖防控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肥胖

仍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未来工作中，需要采取更

多有效措施，防控肥胖及相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简称慢性病），减轻带来的健康和经济后果。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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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肥胖联盟 （World Obesity Federation，WOF） 于

2015 年设立了世界肥胖日。2020 年，WOF 宣布将

世 界 肥 胖 日 的 日 期 从 每 年 的 10 月 11 日 更 改 为

3 月 4 日。世界肥胖日通过教育、公共政策倡议

和健康促进活动等，鼓励人们采取行动来应对

全球性健康挑战。世界肥胖日工作得到世界卫

生组织的大力支持。自 2021 年以来，WOF 一直

与全球合作网络成员携手，设计、完善和开展

世界肥胖日活动。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

代 表 中 国 参 加 WOF 全 球 合 作 网 络 ， 近 年 来 与

WOF 紧密合作，为世界肥胖日活动提供宝贵意

见及支持。此外，其领导组织的中国世界肥胖

日工作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相关部门、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营养学

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国内外相关机构

的大力支持。

2024 年世界肥胖日的主题定为“让我们讨论

肥胖和…”，特别关注肥胖作为一种慢性病可预防

的 危 险 因 素 及 其 相 关 疾 病 。 2024 年 3 月 4 日 ，

WOF 第六次发布了 《2024 世界肥胖报告》（World 
Obesity Atlas 2024），以下简称 《报告》，引导全社

会持续关注全球性肥胖问题。既往年度报告均提

供了关于各国肥胖流行程度及趋势的数据，并且

聚焦特定主题，包括儿童肥胖、实现全球肥胖防

控目标的可能性、肥胖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新

冠） 疫情的影响以及超重肥胖带来的经济影响等。

这些主题化的报告方式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肥胖

问题的复杂性和多维影响，并促进公众、政策制

定者和健康专业人员对肥胖问题的重视和理解，

推动全球肥胖防控工作。

2024 年的 《报告》［1］共分为 4 个主要部分：

（1） 全球超重肥胖流行趋势预测及风险。（2） 成年

人超重肥胖与慢性病风险。（3） 儿童超重肥胖与慢

性病风险。（4） 多部门合作应对超重肥胖问题。此

外，《报告》 还提供了 186 个国家和地区的肥胖评

分卡，展示了基于各国当前数据评估的肥胖和慢性

病状况，这些评测结果旨在为相关政策制定者推动

肥胖防控工作提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报告》

显示全球肥胖危机及其对慢性病 （如糖尿病、卒

中、心脏病和癌症） 的影响逐年增大；超重肥胖与

多种慢性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通过管理肥胖预

防慢性病具有巨大潜力；全球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

对肥胖具有深远的影响；需要通过全面的合作来应

对全球肥胖问题。

1　全球超重和肥胖形势严峻

1. 1　全球肥胖问题日益严峻　根据超重肥胖体质

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 ≥25 kg/m2 估计

结果，2020 年，有 22 亿成年人受到超重肥胖的影

响，占全球成年人数的 42%；预计到 2035 年，将

有 33 亿成年人受到超重肥胖的影响，占比上升至

54%。2020 年，有 4. 3 亿 5~19 岁青少年儿童受到

超重肥胖的影响，占全球儿童总人数的 22%；预

计到 2035 年，将有 7. 7 亿儿童受到超重肥胖的影

响，占比上升到 39%，全球 2020 年和预测 2025—
2035年超重肥胖人数，见表 1。

1. 2　肥胖是导致慢性病及死亡的重要原因　每年

因慢性病导致的 4 100万例死亡中，有 500万例是因

为超重肥胖 （BMI≥25 kg/m2） 所致，这些死亡病

例中，近 400 万人死于糖尿病、卒中、冠心病和癌

症。1990—2019 年，因超重肥胖而导致上述 4 种慢

性病占死亡比例及伤残调整寿命年 （disability ad⁃
justed life years， DALYs） 比 例 持 续 上 升 ， 见

图 1、2。与 BMI正常者相比，中国超重肥胖者的并

发症患病率更高，其中脂肪肝、糖尿病前期、血脂

异常和高血压最常见，且 BMI越高，并发症越多［2］。

笔者团队研究发现，BMI与全因死亡率呈“U”型

表 1　2020 年和 2025—2035 年全球超重肥胖预测人数

（亿人）［1］

年份

2020
2025
2030
2035

超重成年人 a

13. 9
15. 2
16. 5
17. 7

肥胖成年人 a

8. 1
10. 1
12. 5
15. 3

超重儿童 b

2. 6
3. 1
3. 5
3. 9

肥胖儿童 b

1. 7
2. 4
3. 1
3. 8

注：a 为超重 BMI 25~30 kg/m2，肥胖 BMI≥30 kg/m2；b 为根据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儿 童 生 长 参 考 表 进 行 定 义 ，超 重 BMI>1 SD~
2 SD；肥胖 BMI>2 SD。

图 1　1990—2019 年全球因超重肥胖导致的慢性病

死亡比例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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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与 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癌症、

代谢综合征和慢性肾病的风险呈线性相关［3］。

1. 3　超重肥胖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2020年，超重和肥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占到国内生

产总值的 2. 4%；2035年预计将增至 4. 32万亿美元。

中国超重肥胖问题同样严峻，2018年，中国成年人

中超重肥胖患病率为 51. 2%；笔者团队前期研究显

示，预计 2030年患病率将增至为 70. 5%，患有超重

肥胖的成年人人数将达到 8. 1 亿［3］；2030 年归因于

超重肥胖的医疗费用将为 4 180 亿元人民币 （约

610亿美元），约占全国医疗费用总额的 22%［4］。

2019—2023 年全球新冠疫情期间，超重肥胖

问题、不健康饮食以及运动不足等使更多人遭受病

毒的侵袭，导致患病和死亡。新冠疫情增加了肥胖

问题；反过来，超重肥胖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具

有更多的不良健康后果，包括更高的死亡率。同

时，新冠大流行引起了慢性病危险因素的上升，包

括不健康饮食增加、体育运动减少和睡眠障碍增加

等，且影响程度因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状态而

异，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全因和慢

性病死亡率有所上升［5-6］。2023 年，联合国大会举

办了全民健康覆盖高级别会议，该会议强调了将预

防和治疗肥胖纳入全民健康覆盖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UHC） 并进行融资的重要性。此举标

志着肥胖问题不仅已经成为全球健康治理的一部

分，而且深远的影响也使肥胖成为全球健康议程的

核心议题。

2　全球超重肥胖向中低收入国家蔓延并呈年轻化

趋势

《报告》 打破了普遍的认知误区，即肥胖问题

仅限于经济发达和老龄化地区，以及通过呼吁个人

减少摄入和增加运动就能轻易地预防和控制肥胖。

事实上，截至 2020 年，全球超过 65% 的肥胖成年

人居住在中低收入国家，预测到 2030 年，这一比

例将上升至 70%。2020 年，超过 80% 的肥胖儿童

居住在中低收入国家。至 2035 年，全球将有超过

50% 的人口超重肥胖，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中等

收入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肥胖问题的认知相对

匮乏，且应对肥胖问题的资源和能力不足，进一步

加剧了肥胖的流行趋势。超重肥胖增长率从另一个

角度印证了肥胖向发展中国家蔓延的趋势。2000—
2016 年，成人超重肥胖复合年增长率最高的国家

为老挝 （3. 8%） 和越南 （3. 8%）。儿童肥胖复合

年增长率最高的为越南 （10. 0%），其次是南非

（9. 1%），见表 2［1］。中国超重肥胖患病率增长快，

增速居全球前列，其中成人全球排名第 19 位，儿

童排名第 12 位。超重及肥胖导致残疾和死亡率最

高的国家集中在东地中海、美洲及东南亚地区，这

些地区聚集了全球最多的中低收入国家。

《报告》 提供了一系列证据，证实了超重肥胖

不仅同时影响到全球富裕和贫穷国家的人群，而

且年轻化趋势日益明显，包括出现慢性病早期症

状 （如高血糖、高血压和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血症） 的儿童数量，以及这些儿童中因 BMI 过高

导致上述疾病的比例，见图 3。如 2020 年，全球有

1 481 万名儿童因超重肥胖而罹患高血压，3 385 万

名儿童罹患高血糖，4 090 万名儿童的高密度脂蛋

白偏低，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预计到 2035 年，

以上 3 个数据将分别达到 2 702 万、 6 819 万和

7 629 万，意味着全球每 5 名儿童中就有 2 名面临这

类问题。这些慢性病的早期症状往往不易察觉，

进入成年期后健康隐患风险更大，容易罹患卒中、

糖尿病和心脏病等。

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超重肥胖率持

续攀升，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2002—2018 年，

我国的超重肥胖率在不断上升［7］。1992 年，中国

成人超重肥胖率仅为 20% （BMI≥24 kg/m2）［8］；

2018 年 ， 成 人 超 重 肥 胖 率 为 51%［3］， 增 长 了

2. 5 倍；预测到 2030 年，中国成人超重和肥胖患病

率将达 65. 3%［4］。中国超重肥胖年轻化的趋势同

样明显。 2018 年，我国学龄儿童超重肥胖率约

20%，预测到 2030 年，儿童超重肥胖的总体患病

率可能达到 31. 8%［3］。印度也面临着同样严峻的

问题。2015 年，印度超过 1. 35 亿人受到肥胖的影

响，肥胖和中心型肥胖的患病率分别为 31. 3% 和

36. 3%［9］。2010—2040 年，20~69 岁印度成年人的

超重率将增加 1 倍，肥胖率将增加 2 倍，且农村地

区超重和肥胖患病率的相对增幅高于城市地区［10］。

图 2　1990—2019 年全球因超重肥胖导致的慢性病伤残

调整寿命年比例变化趋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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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不同的是，印度老年人的超重和肥胖患病

率增幅最大。

3　助长超重肥胖的多维不健康环境因素

超重肥胖与全球环境危机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气候变化、城市化、塑料垃圾、缺乏体育锻炼以及

动物产品消费等，共同构成了助长超重肥胖的不健

康环境，见表 3。预防、发现和控制肥胖被认为是

降低全球主要致死性疾病 （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

糖尿病等）风险的最关键措施之一。

3. 1　气候变化与超重肥胖的双向影响　超重肥胖与

气候变化的关系是双向的，气候变化会导致肥胖水

平上升，反过来，肥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气候

变化。超重肥胖人口的增长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

超重肥胖每年额外增加 700兆吨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当量） 排放，相当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1. 6%。

3. 2　膳食模式改变是超重肥胖的驱动因素　在后

农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人们的饮食方式发生很

大改变。食品供应中的加工食品越来越多，导致在

食品包装使用塑料也越多。同时，加工食品的增

图 3　全球因高超重肥胖面临慢性病风险的儿童预计人数［1］

表 2　2000—2016 年超重肥胖成年人及儿童比例增长最快的前 20 个国家［1］

顺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国家

老挝

越南

马尔代夫

泰国

孟加拉国

不丹

印度尼西亚

东帝汶

尼泊尔

缅甸

印度

阿富汗

柬埔寨

布基纳法索

斯里兰卡

卢旺达

巴基斯坦

马来西亚

中国

安哥拉

成人复合年增长率（%）

3. 8
3. 8
3. 7
3. 5
3. 5
3. 4
3. 4
3. 3
3. 2
3. 2
3. 1
3. 1
3. 1
3. 0
3. 0
2. 9
2. 8
2. 8
2. 8
2. 8

顺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国家

越南

南非

老挝

印度

马尔代夫

斯里兰卡

尼泊尔

不丹

莱索托

柬埔寨

纳米比亚

中国

斯威士兰

东帝汶

布基纳法索

阿富汗

孟加拉国

缅甸

印度尼西亚

泰国

儿童复合年增长率（%）

10. 0
9. 1
8. 1
7. 9
7. 9
7. 8
7. 7
7. 7
7. 7
7. 6
7. 5
7. 5
7. 3
7. 2
7. 2
7. 2
7. 1
6. 9
6. 6
6. 5

表 3　超重肥胖的成人和儿童与环境指标的相关性  ［1］

超重肥胖数据

有数据的国家（个）

2016年成人超重肥胖
患病率

2016年儿童超重肥胖
患病率

2015年温室气体排
放二氧化碳当量
（吨/人/年）

144
r=0. 48a

r=0. 54a

2020年城市人口
百分比

182
r=0. 57 a

r=0. 47a

最近1年塑料废物
（kg/人）

147
r=0. 45 a

r=0. 46a

2016年体育活动
不足的成年人

百分比

153
r=0. 48 a

r= 0. 49a

2016年11~19岁
青少年体育活动
不足的百分比

127
r=−0. 19b

r=−0. 07c

2021年人均
每日动物蛋白

摄入量
（g/人/d）

176
r=0. 67 a

r=0. 61a

2021年人均每
年糖和甜味剂

消费量
（kg/人/年）

176
r=0. 49 a

r=0. 44a

注：a为 P<0. 01；b 为 P<0. 05；c为 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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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使得人们转而消费动物蛋白和糖含量更高的加

工食品。塑料使用、动物蛋白摄入量、糖和甜味剂

消费量等与超重肥胖的患病率密切相关。体育活动

不足也与超重肥胖存在显著联系。

3. 3　经济增长与超重肥胖密切相关　 《报告》 显

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高，成人和儿童的超重肥

胖患病率就越高。同时，成人和儿童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的年增长率与超重肥胖患病率的年增长率之间

呈正相关。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国家通常是起

点较低的国家，这一点可以从当前国内生产总值与

成人和儿童肥胖水平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中得到佐

证，而超重和肥胖增加最快的国家往往是起点较低

的国家。同时，经济水平的改善所带来的财富往往

不是所有人都能共享，这可能加剧了健康不平等

现象。

4　推进全球肥胖防控需要多部门协同合作

超重肥胖已经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

联合国核心议程之一，仅靠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国家

的努力，不可能应对全球超重肥胖的挑战以及实现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 2030 年“遏制”肥胖率上升

的目标。应对肥胖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仍面临着诸多

困难，包括各部门间缺乏协调和资源配置不足、缺

乏足够有力的应对框架等。只有采取全面、综合并

得到充分支持的措施，才有能实现肥胖防控持久

成功。

4. 1　建立应对超重肥胖问题框架　肥胖问题是全

球健康领域更广泛、积极变革的一部分，在打破疾

病孤岛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肥胖防控需要新

的视角和思路［11］，在寻找新思路和新领域的过程

中，应建立积极应对肥胖问题的框架，以享受肥胖

问题解决所带来的益处。该框架应该充分考虑到低

收入国家地区及弱势群体，如面对营养不良的复合

挑战，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国家同时存在营养过剩与

营养不足的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承受营养不良三

重压力 （营养不足、隐性饥饿以及超重肥胖）。超

重与肥胖问题不仅加剧了贫困社区在健康领域的脆

弱性，还降低了对经济、社会和气候危机的应对能

力。因此，不仅要关注肥胖的直接影响，还包括对

整体健康、经济和社会福祉的广泛影响。通过这种

方式，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应对肥胖问题，促进更

健康、更包容的社会。

4. 2　筹集可持续有效的资金　应对超重肥胖挑战

迫切需要筹集可持续、有效的资金，并制定和实施

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培养更多了解和管理肥胖问

题的专业人员。要求跨部门合作，如政府、私营部

门、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以确保资金的多样性

和可持续性。投资于健康教育、社区基础设施改

善、健康饮食和运动项目，以及研究和监测肥胖趋

势是至关重要的。有效地利用这些资金将对减轻肥

胖危机、提高公共健康水平产生长远影响。

4. 3　促进跨部门跨领域的协调合作　跨部门、跨

领域的协调合作对于应对超重肥胖问题十分必要。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粮食部门和卫生部门、不同

收入国家等需要紧密合作起来，一起应对肥胖问

题。然而，由于缺乏政治支持和资金投入，全球解

决肥胖问题的政策一直受到阻碍。为了有效应对这

一问题，需要采用多部门协作，将短期行动与长期

计划相结合，并围绕共同的目标，建立责任制，协

调各方资源，为广泛的利益相关方提供支持，真正

解决肥胖问题及促进全球健康。

5　启 示

《报告》 清晰地呈现了全球超重肥胖的严峻形

势及影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国际社会面临

共同的挑战，中国的肥胖率在过去几十年中显著增

加，不仅影响了中国公民的健康状况，也给公共卫

生系统带来了巨大的负担［12-13］。《报告》 为中国未

来肥胖防控工作及“健康中国”建设带来启示。

5. 1　充分认识肥胖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　中国

成人和儿童的肥胖率正在快速上升，对公共健康构

成了严重威胁［4］。肥胖不仅是个体健康问题，更是

一个社会和经济问题，其与多种慢性疾病密切相

关，包括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等［3］，这

些疾病增加了医疗保健成本并降低了生活质量。必

须全面认识到肥胖的严重性及其作为多种慢性病的

主要风险因素，需要采取多元化的预防和干预措

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不健康的

饮食习惯和缺乏足够的身体活动成为了肥胖的主要

驱动因素。因此，提高公众对健康饮食和定期体育

活动重要性的认识，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以及创建

促进身体活动的社会和物理环境，对于预防和控制

肥胖至关重要［14］。

5. 2　明确政府责任和推动跨部门合作　肥胖防控

需要卫生、教育、农业、食品工业和城市规划等多

个部门的合作，通过整合资源和策略，才能更有效

地应对肥胖问题［15］。加强政府责任和促进跨部门合

作是应对肥胖问题的关键策略，政府在制定公共卫

生政策、提供资金支持、建立合作平台以及监督实

施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4］。除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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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需要利益相关者协调合作，共同努力进行肥

胖防控。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专家学者呼吁

政府、医疗卫生机构、学校、各类工作场所、媒

体、产业界、研究机构、家庭和个人共同合作，一

起应对肥胖挑战［16-17］。

5. 3　加强国际合作与建构人类卫生健康命运共同

体　中国在肥胖防控方面做出的努力对全球肥胖及

慢性病防控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为了加强

国际合作，共同应对肥胖问题，在未来的工作中，

要大力推进世界肥胖日系列活动，与世界各国分享

中国在肥胖防控方面的成功经验和策略，同时汲取

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健康合作项目，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宝贵的借鉴；积极构建人类

健康命运共同体，倡导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应对肥

胖问题，通过多边机构和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全球

肥胖防控策略的制定和实施。

中国营养学会肥胖防控分会和西安交通大学全

球健康研究院为推动中国肥胖防控工作，在学术引

领、搭建多部门合作平台、国际交流与合作、公众

教育、社区服务等方面做了诸多工作。自 2022 年

团队首次将世界肥胖日引入中国，与世界卫生组

织、WOF 等国际机构及政府、医疗卫生机构、学

校、媒体、产业界、研究机构等组织密切合作，开

展 了 一 系 列 肥 胖 防 控 活 动 ：（1） 2022—
2024 年连续举办“世界肥胖日”中国峰会，搭建

多部门多领域合作平台。（2） 组织跨学科专家，编

撰 《中国居民肥胖防治专家共识》［17］，《中国居民

健康体重管理之减重行动 20 条：基于科学循证的

专家建议共识》［14］，《中国居民运动减重专家共

识》［18］，科学指导肥胖防控。（3） 2023 年制作中

国肥胖主题宣传教育片，经新华社发布和推广，开

展公众教育［19］。（4） 2023—2024 年连续举办肥胖

防控科普作品征集并对外发布，助力肥胖防控科学

普及。（5） 2022—2024 年连续开展系列以社区、

学校、医院为基础的义诊、咨询、教育、科普活

动，服务社区和民众。这些努力旨在鼓励全社会关

注肥胖问题，并采取更实际、更有针对性的行动，

促进中国和全球肥胖防控。

6　结 论

《报告》 为全球共同应对肥胖指明了方向，也

为中国肥胖防控工作及健康中国建设提供了指导，

《报告》 强调了全球肥胖危机的严峻性，特别是在

中低收入国家肥胖率的快速上升及其年轻化趋势明

显，并强调需要多部门的协调合作来应对肥胖挑

战。虽然全球肥胖防控面临诸多严峻挑战，但令人

欣慰的是，2023 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发布的“终

止肥胖加速计划”为肥胖问题提供了框架与行动指

南［20］，这些建议和规划涵盖国家层面的计划、以证

据为基础的政策、高效的治疗措施、专业培训及全

球协作等，为未来十年全球肥胖防控奠定了基础。

《报告》 的发布和世界肥胖日活动的推进，为

中国肥胖防控事业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未来中国应

重视肥胖问题的全球性和复杂性，加强政府责任和

跨部门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积极

参与和推动国际合作，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命运

共同体，有效应对国内的肥胖问题，并为全球肥胖

防控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志谢：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薛杰，西安交通大学全球健

康研究院、公共卫生学院孙美晨，青海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

系袁琳、赵夏萍、孟向阳、周珂葶、赵雨桐对本研究的资料整

理等工作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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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预防医学杂志》在线投稿系统

(操作简介)
一、注册与登录

在互联网上访问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官网  (http://zgyfyxzz. cbpt. cnki. net)进入

本杂志网页界面,点击  “在线办公系统”中的  “作者投稿系统”菜单,点击注册进行新

用户注册。在用户注册的对话框中填写用户资料,点击提交进行保存,完成注册。

二、在线投稿

点击  “在线办公系统”中的  “作者投稿系统”菜单,以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登

录,进入在线投稿界面。点击投新稿件,按照要求的步骤,填写作者与稿件的相关信

息,并按要求上传稿件。稿件上传成功后,对相关内容进行最终确认,无误后,点击  
“立即投稿”,页面提示  “投稿成功”。

三、缴纳审稿费用

投稿成功后，请将审稿费汇至期刊账号，本刊在收到审稿费后对稿件进行初审。

四、查询稿件进程

作者可登录网站界面,查询稿件的状态及稿件处理的详细信息。作者可以查询

稿件的  “退稿”及  “退修”意见,请用户按照编辑部意见对稿件进行相关处理。稿件的

退修可能重复多次,直至达到可以刊用的要求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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