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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主持人简介：

许予明，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目前担任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科研处处长、神经内科主任，河南省卒中学会会长，河南省脑卒中防治中

心主任。

许教授从事神经内科医教研工作30余年，在脑血管病、神经遗传病及干细胞

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等临床与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已带教硕士研究生50余

名，博士研究生20余名。先后主持科研项目近30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

（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863项目子课题1项，科技部“十二五”公关项

目子课题1项，卫生部课题1项。近3年作为通信作者共发表SCI收录论文42篇，累计

影响因子超过100，获省级科技进步奖8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获河南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2项，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神经病学教材2部。

目前的学术任职有：中国卒中学会脑血管病高危人群管理分会主任委员，中国

卒中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

会脑血管病学组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卒中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常委，河南省医

学会脑卒中分会主任委员，河南省预防医学会卒中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等。

编者按

近年来，我国卒中患者数量急剧攀升，并且呈现日益年轻化的趋势，卒中的疾

病负担异常严重。同时，我国拥有目前世界上最多的卒中高危人群，卒中各危险因

素的控制率显著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如何有效地规范化管理卒中高危人群、尽快

遏制卒中的高发态势是我国卒中防治工作者亟须思考的问题。

Rose教授提出了慢病防治的全人群策略与高危人群策略。欧美发达国家多采用

的是全人群策略，比如：芬兰的北卡勒里亚项目。而我国人口多、底子差、经济发展

水平差异较大，现阶段主要采用高危人群策略，国家卫计委脑卒中筛查与防治工

程即是如此。

我国的卒中防治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立体化多层次的防治网络，开

展心脑血管病联合防控，建立卒中高危人群前瞻性队列，加强对基层医生的培训，

提高民众的科普知识与健康素养。通期望过这几方面工作的探索，尽早建立适宜

的防控体系，尽快降低我国卒中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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