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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科学健康观的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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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它是伴随一个人生命全过程中最重要的资本,人们对健康的研究和探索是永无止境

的。科学的健康观就是人类与环境因素和生物遗传因素之间的和谐。建立科学的健康促进的教育体系、运行体系、干预体系

是人类健康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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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正常状态, 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要

求,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兴旺的保证。健康的概念随

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 其内涵也随着变化。在我国的

传统文化中,涉及到健康及相关内容的论述非常丰富, 而在

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今天, 到底如何维护和促进健康,

树立一种什么样的健康观才能适应当今不断发展的社会,已

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1]。

一  健康观的演进

健康观指的是人们对什么叫健康、如何维持健康和促进

健康的综合认识。人类健康概念的产生和正确健康观的确

立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通过对相关时期健康的界定可以发现, 人类的健康观发展大

致可以归结为从 /一维0到 /三维0再到 /多维0的变化。

(一 )一维健康观

人类对健康概念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对

自身的认识的深化而不断丰富的,人们所处时代、环境和条

件的不同,对健康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生产力低下的时

期,人类只关注如何适应和征服自然, 维护自身的生存。受

传统观念、世俗文化、科学知识的影响, 长期以来原始又朴素

的健康观就是 /无病即健康0。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 疾病

与健康是相互排斥的, 健康等于无病, 无病等于健康。把有

无疾病视为健康的评判标准, 把健康单纯地理解为 /无病、无

残、无伤0,机械地把健康和疾病看成单因果关系 ,这种机械

的认识无疑是不全面的、不确切的。

(二 )三维健康观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状况的不断发展, 健康被赋予了新

的含义,人们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道德健康。社会对健康

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始逐步地突破有无疾病表象上的

健康认识, 社会学家们更是把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知识

综合应用于健康研究。至 1948年, WHO在成立宣言中, 把

健康定义为: / H ealth is a state of com plete phy sica,l menta l and

soc ia lw ell- be ing and notm ere ly the absence o f d isease o r infir-

m ity0,明确提出了三维健康的观念,比第一次卫生革命期间

的 /无病即健康0的直观健康观高出了一个层次。世卫组织

这一定义突破了 /无病即健康0的狭隘的、消极的、低层次的

健康观; 对健康的解释从 /生物人0扩大到 /社会人0的范围,

把人的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和健康联系起来,同时也强调了

社会、政治和经济对健康的影响; 从个体健康扩大到群体健

康, 以及人类生存空间的完美; 强调了人与环境的和谐相处,

要求人们主动协调人类机体与环境的关系,保持人的健康与

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高度统一。世卫组织认为健康不仅

仅是没有疾病, 或者体弱,而且是包括生理的健康、心理的健

康、社会适应的完满状态,包括这三个方面 [ 2]。

(三 )多维健康观

如果说由世界卫生组织 1948年提出的 /三维 0健康观

以及 1999年专门提出了 /道德健康观0是人类健康史上的

一大进步, 对健康观念的改变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话,那么, 21

世纪提出的在身体、精神、社会、道德、行为等方面反映出的

人类机体全身心健全 ,将是人类健康观的又一次飞跃。现代

社会提出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道德

健康、生殖健康就是在三维健康观基础上的补充, 随着社会

的进步, 对健康的影响因素亦不断变化着,人们的对健康观

的理解也必然会随着思想、伦理及机体的需要变化着 [ 3]。

二  影响健康观变化的因素

健康观的发展随着健康的决定因素而进步。健康决定

因素是指决定人体和人群健康状态的因素,人类的健康取决



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1974年, 加拿大卫生与福利部

前部长 M arc La londe提出把影响健康的众多因素归纳为 4

大类:人类生物学、生活方式、环境以及卫生服务的可得性。

这份报告使人们理解了许多慢性病的发生和发展主要与不

良生活方式有关。它反映了当时欧美发达国家在有效控制

了作为重要死亡原因的传染病、慢性病后, 如何确定卫生发

展方向和提高人们健康水平的需求, 所以得到了普遍接受。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影响健康因素: 环境因素、生物遗传

因素、行为和生活方式因素及医疗卫生服务因素即来源于

M arc Lalonde的研究。由于其中的生活方式因素和医疗卫

生服务因素均属于环境因素中的社会环境因素, 但由于这两

种因素对人类健康具有突出的影响, 所以将其置于突出的位

置并与环境因素和生物遗传因素相提并论。因此, 在分析影

响健康的因素时,可以从环境因素和生物遗传因素两大方面

进行描述 [ 4, 5]。

(一 )环境因素。环境因素是指围绕着人类空间及其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活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之总

和。因此,人类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非物质环境。

1、物质环境。物质环境是指围绕人类周围的客观物质

世界,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如水、空气、土壤及其他生物

等。在物质环境中,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主要有生物因素、

物理因素和化学因素。

物质环境中的生物因素包括动物、植物及微生物。一些

动物、植物及微生物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但另

一些动物、植物及微生物却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甚至

危害人类的健康。现在新闻报道中常出现的外来物种入侵

就是其中一斑:红火蚁叮咬人体,传播疾病; 豚草产生的花粉

引发变应性鼻炎和哮喘等疾病;褐家鼠传播流行性出血热病

等,这些外来生物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人类的健康。

物质环境中的物理因素包括气流、气温、气压、噪声、电

离辐射、电磁辐射等。在自然状况下, 物理因素一般对人类

无危害,但当某些物理因素的强度、剂量及作用于人体的时

间超出一定限度时, 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如 1986年苏

联的切尔诺贝利核能发电厂发生的核泄漏及爆炸事故导致

31人当场死亡,上万人由于放射性物质远期影响而致命或

重病,至今仍有被放射线影响而导致畸形胎儿的出生。在到

处充满电子通讯用品器材的现代生活中, 电磁干扰特性可能

使人面临危害的境地。长时间使用电脑之后, 会感到身体疲

劳、眼睛疲倦、肩痛、头痛、想睡、不安, 这些都是受了电磁波

的影响。电磁波还会使人的免疫机能下降、人体中的钙质减

少,并引致异常生产、流产、视觉障碍、阻碍细胞分裂如癌、白

血病、脑肿瘤, ,等。此外,电磁波也会散发出一种扰乱人

体状态的正离子。物质环境中的化学因素包括天然的无机

化学物质、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及动物和微生物体内的化学

元素。一些化学元素是保证人类正常活动和健康的必要元

素。一些化学元素及化学物质在正常接触和使用情况下对

人体无害,但当它们的浓度、剂量及与人体接触的时间超出

一定限度时,将对人体产生严重的危害。化学元素对人类健

康的影响反映了内、外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 人体摄入某些

元素过量或不足, 均会出现各种地方性疾病, 这些疾病几乎

涉及到人体机体全身。如缺铁导致缺铁性贫血;缺碘导致甲

状腺肿大; 缺钙导致佝偻病、骨质疏松、妨碍其他矿物质吸

收; 缺锌导致伤口愈合慢、味觉减退、阻碍生长等。

2、非物质环境。非物质环境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和社

会交往活动中相互间形成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社会关系

等。在非物质环境中, 有很多的因素与人类健康有关,如社

会制度、经济状况、人口状况、文化教育水平等, 但对人类健

康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是行为和生活方式因素及医疗卫生

服务因素。

行为是人类在其主观因素影响下产生的外部活动, 而生

活方式是指人们在长期的民族习俗、规范和家庭影响下所形

成的一系列生活意识及习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健康观

的转变以及人类疾病谱的改变 ,人类行为和生活方式对健康

的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合理、卫生的行为和生活方

式将促进、维护人类的健康,而不良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将严

重威胁人类的健康。特别是在我国,不良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对人民健康的影响日益严重, 吸烟、酗酒、吸毒、纵欲、赌博、

滥用药物等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导致一系列身心疾病日益

增多, 如:癌症、脑血管病的发生, 与吸烟、酗酒、膳食结构不

均衡、缺少运动及精神紧张等有关; 意外死亡,特别是交通意

外与工伤意外等也与行为不良有关,我国死因谱已与世界上

发达国家的死因谱趋同。

医疗卫生服务是指促进及维护人类健康的各类医疗、卫

生活动。它既包括医疗机构所提供的诊断、治疗服务,也包

括卫生保健机构提供的各种预防保健服务。一个国家医疗

卫生服务资源的拥有、配置、分布及利用对其人民的健康状

况起重要的保障及促进作用。

(二 )生物遗传因素。生物遗传因素是指人类在长期生

物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遗传、成熟、老化及机体内部的复合

因素。人体的基本生物学特征是健康的基本决定因素, 遗传

的素质影响不同个体的健康问题和疾病状况。

生物遗传因素直接影响人类健康,它对人类诸多疾病的

发生、发展及分布具有决定性影响, 除了明确的遗传疾病外,

许多疾病, 如高血压、糖尿病等的发生,亦包含有一定的遗传

因素。寿命的长短, 遗传是一个不可排除的重要因素。

三  科学健康观的促进体系

科学健康观促进体系是指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为了

增进人们改进和处理自身健康问题能力而构成的全筹概念,

它强调人的社会性和整体性。健全科学健康观促进体系可

以有效的帮助人们降低疾病痼疾, 解决政群关系, 缓和医患

矛盾, 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 6]。

(一 )建立健康促进的教育体系

建立健康促进的教育体系目的是通过信息传播和行为

干预, 帮助个人和群体掌握卫生保健知识, 树立健康观念, 自

愿采纳有利于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教育活动与过程, 其目

的是消除或减轻影响健康危险因素 ,预防疾病, 促进健康和

提高生活质量。

现代人类的健康中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在致病因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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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越来越重的比例。其主要表现有: 由于心理情绪紧张刺

激增加、饮食营养结构不合理、环境的污染、吸烟饮酒的人增

多等多方面的因素, 导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糖尿病、恶性

肿瘤等因果性疾病发病率增高, 成为早亡、致残的重要原因;

由于现代生活、工作节奏加快,竞争观念增强, 独生子女及离

退休职工增多,生活中紧张刺激增加, 心理因素和情绪反应

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致病因素,引起了一些心理情绪反应性疾

病如临考紧张综合征、离退休生活不适应、情绪性腹泻等;现

代穿着引起的高跟鞋病、隐形眼镜角膜炎、太阳眼镜病等;养

鸟、养猫、养狗等宠物导致动物传染的疾病增多; 吸烟已成为

肺癌、心脑血管病的重要因素;酒精中毒经常发生; 在脑力劳

动者和青少年儿童中间,由于久坐、用眼、用脑等,写字多,造

成脑力疲劳,视力疲乏较常见 ,常见有电视综合症和电脑综

合症等。健康教育就是提供帮助人们转变行为、改变陈旧观

念、陋习所必需的知识、技术与服务 (如免疫接种、定期体检

等 ), 使人们在面临促进健康、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各层

次的健康问题时,有能力做出正确的行为抉择 [ 5, 7]。

(二 )完善健康促进的运行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促进理念是将健康教育和有

关组织、政治和经济干预结合起来 /促使人们行为和环境改

变来改善和保护人们健康的过程0。也就是说 /健康教育和

行政手段的结合是健康促进的核心 0而政策、法规和组织等

行政手段的强有力支持则是健康促进的保证。因此健康促

进的运行体系应该包括体育健康传播、健康促进体系管理和

健康环境支持等几个方面 [5]。

健康促进的理论知识宣传及健康技能的传授是使人们

投身于健康行动的基础。健康促进传播分为知识的传播和

技能传播两大部分。通过健康知识的宣传, 提高人们对健康

促进本质的认识,使人们理解健康、幸福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与健康促进息息相关。宣传教育的另一目的就是使人们能

构建一个比较完整的健康知识结构。健康促进技能的传播

主要是培育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掌握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促进体系的管理包含内容较多。首先需要制定国

家层面的健康促进政策,健康促进和建设超越了卫生系统或

者任何一个单独系统和部门的范畴。其次, 地方层面也要制

定健康促进的地方性政策、法规, 动员全社会的人、财、物等

资源共同为开展健康促进建设贡献力量。在以社区为基点

开展的健康促进中, 健全各类健康促进的法规、制度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这些制度应该包括居民健康促进监督、档案、

制度等确保健康促进全方位地实施。

由于健康教育是公益性的社会系统工程,经费的投入是

开展健康教育的基本保证。各级政府应将健康教育专项经

费纳入财政预算, 并逐年递增。从根本上形成以政府负责、

部门配合、群众参与为特点的社区健康教育工作运行体制。

建立健全健康教育组织网络是发挥卫生服务网络功能的基

础。当然在健康促进运行体系中的人才支持系统亦是不可

缺少的, 各级政府部门亦需要培养、招聘相关技术人员。

(三 )构建健康促进的干预体系

健康促进的干预体系是健康促进的核心,通过对健康行

为的干预, 使人们真正行动起来。健康促进干预体系的建设

需要长期对大面积不同人群的调研、实验、结果统计进行研

究。健康促进干预体系具有针对性,是针对不同人群采取具

有针对性的干预体系。对健康人群干预目的是提高生活质

量, 预防疾病;对非健康人群干预目的是控制疾病的发展, 治

疗疾病, 维持和改善生活质量。

健康是人类第一财富,是一切价值的源泉。拥有正确的

健康观念可以指引人类追求健康, 实现身体、精神的舒适和

社会幸福的完美状态。/健康观0不仅是一种观念同时还是

一个与时俱进的大动态科学概念。不断审视健康观念的发

展变化过程不仅可以对健康观念进行全新的诠释,还将为我

们追求健康真谛提供科学而有效的途径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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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ange of the Scientific V iew ofH 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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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 ealth is a tim e less top ic, wh ich is them ost im po rtant capita l in thewho le process of lif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n hea lth a re endless. Sc ientific v iew o f hea lth is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env ironm enta l and genetic factors. T o estab lish a sc-i

en tific system o f hea lth prom otion, operation and interv ention is the pro tection o f hum an hea 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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