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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俊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同一健康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摘要：同一健康健康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七届生态文明与国

家公园体制建设学术研讨会系列活动“国家公园、景观游憩与健康中国”上，中国

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同一健康工作委员会（简称绿会同一健康工委）

秘书长方俊博士做了题为“同一健康视角下的现代健康治理体系建设”的专题报告。

该专题报告介绍了三方面内容：人类面临的健康挑战与对策；同一健康的发展与应

用；现代健康治理与健康城市建设。借助这三方面阐述，作者希望在同一健康的视

角下，推动现代健康治理体系建设，打造健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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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10日至11日，由同济

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国家公园

及自然保护地规划研究中心、国家公

园与健康景观团队主办的第七届生

态文明与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学术研

讨会系列活动“国家公园、景观游憩

与健康中国”在上海召开。笔者在会

上做了题为“同一健康视角下的现代

健康治理体系建设”的专题报告：

（图源：大会组委会）

（一）人类面临的健康挑战与对策 人类面临的健康挑战中，最重要

的一个是传染病构成的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从西班牙流感一直到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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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造成

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在这些传染病当

中，我们会注意到有60%的传染性疾

病是人兽共染病。传染性疾病不但对

人类的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对于社

会也是一种灾难。我们都知道新冠疫

情能够让城市停摆，能让社会静默。

这种直接和次生的灾害，给人类的文

明和发展都造成了很大的危机。新冠

疫情已经造成150多个国家、将近

2,000万人的死亡，造成的经济损失

达到几十万亿美元，能够导致动物和

人类共同感染以及相互的传播，是

新冠疫情造成灾难的因素之一。

另外，在传染病的防控方面，我

们都知道抗生素的发现为人类战胜

传染性疾病提供了灵丹妙药。我们也

发现在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当中，会造

成动物和人类的肠道菌群的失调，以

及耐药菌的产生。食物、土壤、水等

各方面都会直接或间接成为抗生素

耐药菌传播的渠道，也给人类的健康

造成很大的危机。

同一健康的起源之一，也与抗生

素 的乱 用 有 关系 。 抗 生素 英 文是

antibiotic，我们知道anti就是对抗

的意思，那么anti和biotics，是一

个对抗性的二元论，就是你死我活的

一种斗争，抗生素就要把细菌杀灭掉，

这种二元论是把人类的健康与微生

物对立起来，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所

以我们在使用抗生素对付细菌的过

程当中，要有个缓冲地带，不要一味

的用你死我活的二元论，要让益生菌

增长，有害菌消灭，达成了一种人与

细菌的共生共存。

气候变化是人类对健康影响的

一个重要因素，气候变化包括臭氧层

的消失，水文地理的变化以及生物多

样性的丧失等等。气候变化通过温度

升高从而造成冰川融化现象，导致海

平面上升以及洪水现象，气候变化还

导致一些极端天气，给人类以及媒介

昆虫的栖息地和生存环境都造成很

大的影响，从而也会直接、间接的导

致人兽共染病的传播与爆发。比如，

天热的时候，我们会去参加一些水上

的娱乐活动，会增加一些水源性疾病

的患病风险。此外，由于人们侵占更

多的自然区域的土地，造成了人和动

物以及媒介昆虫病原体的接触概率，

包括埃博拉病毒、疟疾的爆发都与此

有关。同时，由于洪水的爆发以及

不洁食物的食用，也导致患病风险的

增加，还有城市空气污染等有害颗粒

物，对于肿瘤的发生有很大关系，

同时空气污染也会导致哮喘性等呼

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的增加。此外，

我们还要注意到肠道菌群对于人体

健康的影响，肠道菌群是维护人体肠

道和微生物共存的生态系统，我们每

个人身上至少有4公斤的细菌、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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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个病毒，我们本身就是病毒和细菌

的一个载体、共存体，我们的消化等

新陈代谢也是通过细菌来完成的。

通过宣传提高社会各方面对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也是中国绿发

会的宗旨。生物多样性是什么？是动

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

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

程的总和。它包括生态系统，多层次

的生态系统，多层形态的物种系统和

多基因系统，全球有50%的GDP与生物

多样性的产出有关系。

食品安全关系人类公共卫生安

全，由于不洁净的食品，直接食用受

污染的动物肉类，包括鸡蛋等，这些

食物的接触，也能够增加像禽流感、

猪流感这些人畜共染病的传播，这些

也是在我国经常发生食品安全的问

题。同时，也包括农药、兽药的滥用，

重金属、真菌毒素等污染物，还包括

非法添加各种食品添加剂等都会导

致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二）同一健康的发展与应用

由于公共卫生的威胁来自于传

染病、耐药菌、气候的变化和食品安

全等多方面，我们注意到疾病和健康

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靠医疗手段，

同一健康的发展与应用也很必要。

人类从自身的角度，从自我考虑

出发，是很难解决复杂的公共卫生问

题的。因为人与动物、植物等各种生

物处于一个大的环境当中，传染病和

细菌通过土地、水、食物会传播给人

类，应该把人、动物、植物放在一个

相互作用的大的环境下来考虑如何

解决这种公共健康卫生问题。同一健

康基于这个理念，把人与动物、植物、

环境放在一个共同相处的世界里，

考虑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

系。以新冠疫情的传播来讲，我们也

正在溯源，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人与

动物之间某种关系的平衡状态被打

破，使这种病毒能够跨物种，从动物

传播到人类，包括艾滋病也是一样。

为此，我们要站在全球生命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

体的高度，来解决人类健康问题的挑

战，最终要达到同一健康的目的。

同一健康学科的领域比较广泛，

包括公共卫生、环境、兽医以及分子

生物学、生态学，还包括经济学等等，

它关联解决的健康问题也很多，包括

病毒和细菌性的感染，也包括一些慢

性疾病等，都是同一健康相关的学科

内容。总的来讲，同一健康就是人类

健康、动物健康、环境健康三者的和

谐共生。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

还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包

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对One Health，

即同一健康有一个定义：一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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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全球多学科的协同合作，解决

人、动物、环境层面上的紧急、持续

或潜在的健康威胁。这里面有三个要

素，一是讲究多学科协作，同一健康

跨学科的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要强

调多学科的协作；二是要强调跨部门、

跨领域，从社区、城市一直到国家，

乃至到全球，是一种跨部门、跨领域、

跨地域的协同合作；第三个要素是我

们在分析健康以及解决健康问题的

时候，要考虑人、动物、环境，它们

在同一个层面上。所以说，同一健康

是基于人类健康、环境健康、动物健

康维持平衡状态的一种模式。

同一健康有4个特征，就是跨学

科、跨部门、跨物种、跨地域，我们

把地域单独拿出来，就像今天我们讲

的健康城市一样，城市就是一个地域。

另外，同一健康有自己的体系，这个

体系从同一健康理论、同一健康实践

到产业、技术，再到同一健康治理，

这5个方面形成了同一健康的整个体

系。

围绕同一健康的体系和它的特

征，也有很多专家、学者也正在研究

同一健康的学术地位，树立它的学科

体系。在公元前，“医学之父”希波

克拉底就提出过空气、水、居住环境

与健康的关系；一直到2011年在澳大

利亚召开了第一届One Health的国际

会议；随后，在非洲包括国际上都有

同一健康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对同

一健康的学科体系也提出了不同的

概念和定义。在中国，陆家海教授也

是中国绿发会同一健康工作委员会

的顾问，他最早于2014年在广州举办

了同一健康方面的国际学术会议，

2021年在香山很多专家、学者就同一

健康发表了一个宣言，也达成了有关

共识。

另外，从同一健康发展角度来讲，

我国通过生物多样性保护在推动同

一健康。《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是联合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一项公

约。中国在1992年就签署了该公约，

在2022年，我国作为该公约组织会议

的主席国，在昆明举办了《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十五届缔约方大会（COP

15），中国绿发会为了推动同一健康

学科建设和发展，成立了同一健康工

作委员会，也希望各位专家同学们的

积极参与和支持。

（三）现代健康治理与健康城市建设

现代健康治理体系与健康城市

建设也是我们基于同一健康的理论

提出来的。在同一健康视角下，如何

利用现代健康治理手段开展健康城

市建设？从大的社会环境下，比如说

以城市来讲，首先要注重它的人口健

康，另外还要注重社会健康，同时还

要注重生态健康。我们要把同一健康

要放到不同的区域去看，小到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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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城市，最后是国家层面。我们

有健康家庭才有健康社区，有健康社

区才有健康城市，有健康城市才有健

康中国，有了健康中国，那全世界才

会太平。

健康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作为现代健康治理体系，

同一健康的要素和特征有6个方面，

它们是多维度、多领域、多层次、多

主体、多方位、多学科的。中国的现

代化健康治理也分为6个方面，一个

是民族复兴的健康治理观、全民健康

的健康治理观、健康融入所有的政策

当中的健康治理观，还有“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改

革创新、合作共赢的健康治理观，

这些方面构成了我国具有中国特色

的健康治理体系。

健康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自

然和社会环境，并通过不断扩大社会

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

潜能方面能相互支持的城市。全国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提出的中国健康

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这些评价指标体

系也贯穿了同一健康的一些理论，包

括要面向全人群，要面向全方位，目

标是要促进健康，促进社会发展。

过去是卫生城市评价，现在过渡到健

康城市评价，但在健康城市的评价指

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层面上对我们来

讲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城市就是一个有机体，它是具有

能够呼吸的、有生命节律的、能够新

陈代谢的一个有机体。我们健康城市

建设中，要减少健康风险，农村也好，

城市也罢，都有不同的疾病谱，城市

的疾病谱与交通拥挤、生活压力、工

作压力以及城市污染都有关系。今天

我们讲到的国家公园、城市景观对于

健康的直接影响缺乏循证医学依据，

但无论怎么讲，国家公园、城市景观

对于人的心理健康肯定是有直接关

系的，心理健康的水平下降导致免疫

能力的下降，间接会引起各种疾病的

发生。我们要采取居民健康素养的提

高行为，通过开展健康科普、健康宣

教，打造良好的体育设施，让更多的

人群参与健康素养提升活动，这也是

健康城市一部分。另外，要建设城市

的健康环境，包括生态环境、社区卫

生服务环境和城市设施的老化改造

等。

人类从游牧时代到农耕时代，从

工业化时代到信息化时代，现在进入

了健康时代，健康时代是个永恒的时

代。公众对于健康不断追求，我们要

长寿，还要生活有质量，最好的医院

就是大自然，健康园林是一种辅助手

段，通过在园林的休憩、放松对我们

在心理、精神调节方面还是有作用的，

我们通过非药物疗法来弥补临床医

学的一些缺陷，不断挖掘出我们园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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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设计方面在健康领域的特色，笔

者也非常愿意在未来和大家一起，共

同推动园林景观在健康领域应用的

学科地位和学科发展。将健康融入万

策、融入万物，融入万事。

健康城市建设，我们要做到两个

层面的事情。第一个是促进城市的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健康

发展，这是城市健康；第二个是促进

人口发展，提高社会公众精神道德和

健康水平，打造高健康质量的城市，

这是针对人群出发的，健康城市是由

健康人群组成的，这就是健康城市。

所以说，让我们在同一健康的

视角下，通过现代化的健康治理手段

来打造健康城市。按照党的二十大报

告的要求，让更多的民众具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与会嘉宾合影 图源：大会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