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碘缺乏病消除评价内容及判定标准 

  

一、评价内容 

（一）自评。 

1．资料准备。 

整理防治工作相关文件和资料，收集组织管理、碘盐生

产供应、市场监管等相关资料。 

2．现场评价。在每个县东、西、南、北、中 5 个方位

各随机抽取 1个病区乡（镇）（不足 5个时全部抽取），调

查、检测以下指标。 

（1）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在所抽取的每个乡（镇）

随机抽取 4 个行政村（居委会），在每个行政村（居委会）

随机抽检 15 户居民家中食盐样品，定量检测盐碘含量，计

算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如评价当年已开展碘盐监测，可

直接采用碘盐监测数据计算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 

（2）8-10岁儿童尿碘水平和甲状腺肿大率。在所抽取的

每个乡（镇）各随机抽取 1所村小学（无村小学时，抽取乡

中心小学）；在所抽取小学各随机抽检 40 名 8-10 周岁儿童

（男、女各半）的尿样（每个县尿样不低于 200份，对于不

足 5 个乡镇的县，每所小学适当增加样本量），并用触诊法

检查儿童甲状腺肿大情况。计算儿童甲状腺肿大率、尿碘中

位数和尿碘低于 50µg/L的比例。 



（3）孕妇尿碘水平及其家中盐碘含量。在所抽取的每个

乡（镇）各随机抽检 20 名孕妇的尿样（每个县尿样不低于

100 份），计算尿碘中位数。同时采集孕妇家中食盐样品，

定量检测盐碘含量。 

（4）健康教育状况。在所抽取的每个乡（镇）开展尿碘

含量检测的孕妇中，各随机抽取 10 人进行问卷调查，了解

孕妇健康教育知晓情况。 

（二）复查/抽查。 

1．资料审核。 

（1）自评报告。内容包括碘缺乏病防治的基本情况、防

治历程、主要防治策略、自评方法、自评结果、主要经验、

存在问题、自评结论、今后工作计划等。 

（2）工作资料。查阅防治规划或计划、防治工作实施方

案、工作记录、工作总结、病情调查资料和数据、疾病监测

报告等防治工作相关文件和资料原件，重点了解、核对近 3

年组织管理（包括组织领导、部门履行职责、经费保障和专

业队伍建设等）、碘盐生产供应、市场监管，碘缺乏病监测

与实验室质量控制、健康教育等情况。 

2．现场评价。 

在每个县随机抽取 2 个乡（镇）；从每个乡（镇）随机

抽取 2个村（居委会），调查、检测以下指标。 



（1）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在每个抽取村（居委会）

随机抽取 25 户居民，采集每户食盐样品，定量检测盐碘含

量，计算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   

（2）8-10岁儿童尿碘水平和甲状腺肿大率。在每个抽取

村（居委会）的小学（无村小学时，抽取乡中心小学）各随

机抽检 25 名 8-10 周岁儿童（男、女均衡）的尿样检测尿碘

含量，并用触诊或 B 超法检查甲状腺肿大情况，计算甲状腺

肿大率、尿碘中位数和尿碘低于 50µg/L的比例。 

（3）孕妇尿碘水平及其家中盐碘含量。在所抽取的每个

乡（镇）各随机抽检 20 名孕妇的尿样，计算尿碘中位数。

同时采集孕妇家中食盐样品，定量检测盐碘含量。 

（4）健康教育状况。评价内容和方法同县级自评。 

二、评价判定标准 

（一）消除标准。 

1．管理指标。组织领导、碘盐管理、监测与防治、健

康教育 4 方面评价得分合计达到 85 分及以上。 

2．技术指标。 

（1）8-10 周岁儿童尿碘中位数大于或等于 100µg/L，

且尿碘水平低于 50µg/L的比例不超过 20%；孕妇尿碘中位数

大于或等于 150µg/L。 

（2）8-10 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小于 5%。 

（3）居民户合格碘盐食用率大于 90%。 



（二）评价结果判定。 

被评价县各项管理、技术指标均达到消除标准要求，可

判定为实现消除目标。如其中 1项指标不符合要求，则判定

为未实现消除目标。 

注：如被评价地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不具备尿碘含量检

测能 

力，可由上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协助完成尿碘含量检测工作。 

  

附 表 ： 实 现 消 除 碘 缺 乏 病 目 标 评 价

表             



附表 

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评价表 

             省（区、市）           市（地、州）         县（市、区、旗） 

项目 内 容 得  分  依  据 评价方法 分值 得分 

组织

领导

（22

分） 

防治队伍能

力建设 

防治人员数量满足工作需要，得 3分。  （  ） 

近 3 年，每年派人参加省级及以上培训或会

议得 5分，有 2年派人参加得 3分，有 1年

派人参加得 2分，参加地市级及以下培训得

1分。  （  ） 

查 阅 相 关 文

件。邀请省级

及以上专家授

课，按省级培

训得分。 

8   

政府、有关

部门实施目

标管理 

纳入政府目标管理得 2分，明确有关部门职

责得 2分，纳入部门目标管理得 1

分。      （  ） 

查阅政府或部

门相关文件、

责任书。 

5   

碘缺乏病防

治必需经费

得到落实 

及时足额拨付上级安排防治经费得 4 分。 

（   ） 

近 3 年，县级累计安排经费 3万元以上得 5

分，1.5－3万元得 3分，1－1.5 万元得 2

分，1万元以下得 1分，无专项经费得 0

分。    （  ） 

查阅省级拨付

文件及到账凭

据。 

9   

监测

和防

治措

施 

（32

分） 

监测工作开

展情况 

近 3 年，连续开展监测得 12分；2年开展监

测得 8分；某 1年开展监测得 4分；未开展

监测得 0分。                              （  ） 

查阅相关纪录 12   

按时报送监

测数据、报

告 

近 3 年，每年按时报送数据、报告得 6分，

每年 2分。                              （  ） 
查阅相关资料 6   

及时通报监

测结果 

近 3年，每年将监测结果报送当地人民政府，

并通报给相关部门得 3分，每年 1分。    （  ） 
查阅相关资料 3   

独立或协助

上级单位开

展调查评估 

近 3 年开展过相关工作得 2分。        （  ） 查阅相关资料 2   

参加国家、

省级实验室

质量控制考

核 

近 3 年，参加盐碘、尿碘质控考核且全部通

过得 6分；未安排质控考核或考核未全部通

过得 3分；考核全部未通过得 0

分。              （  ） 

查阅相关考核

及反馈材料 
6   

开展应急补

碘工作 

近 3年，及时对目标人群开展应急补碘工作，

或不需应急补碘而未采取额外补碘措施，得

3分，每年 1分。                          （  ） 

查阅应急补碘

记录、服药卡

等 

3   

碘盐

管理 

（20

分） 

碘盐生产、

流通环节管

理 

近 3 年，相关部门依法对生产和流通环节监

督管理得 6分，每年 2分。                （  ） 

查 阅 相 关 计

划、总结等 
6   

盐业市场管

理（供碘盐、

查 处 非 碘

盐） 

近 3 年，合格碘盐食用率大于 90%得 9分，

每年 3分。                               （  ） 

无违法案件或有违法案件并查处得 5分。 

（  ） 

查阅监测总结

报告、年度违

法案件查处档

案等 

14   

健康 宣传普及碘近 3 年，通过电视、广播等开展宣传活动得查阅节目播放 10   



教育

（26

分） 

缺乏病防治

知识 

5分。                                （  ） 

孕妇健康教育问卷平均分，满分为 5分，平

均分少 1分扣 1分。                      （  ） 

记录；按健教

问卷评分标准

评分 

中小学校开

展健康教育 

每所学校有教学计划且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得 1 分。5所学校满分为 5分。            （  ） 
查阅相关资料 5   

有固定的宣

传内容 

每个乡有 2处及以上固定宣传内容（不包括

宣传画）得 1分，5 个乡满分为 5分。      （  ） 

现场查看 5 个

乡 
5   

组 织 开 展

5.15 宣 传

日活动 

近 3 年，每年由多部门共同组织开展宣传活

动得 6分，每年 2分；仅由卫生计生、盐业

部门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得 3 分，每年 1

分 。      （   ） 

查阅总结、照

片等资料 
6   

合      计 100   

填表单位（签章）：                  填表人：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