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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健康作为未来医学发展的

重要方向，将会形成与现代疾病医学

相互协同发展的新模式。”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祥臣在香

山科学会议上指出。

近日，以“主动健康理论、方法与技

术”为主题的第 744次香山科学会议在

北京召开，会议围绕主动健康机理机制

和理论体系、智能感知和测度方法、干预

方法和技术等话题展开研讨。

什么是主动健康

当前，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患病人

数显著增加，这些慢性病已经成为我

国国民健康的头号杀手。

“在世界发达国家，早在几十年前

就已经采用了多种方案和措施应对慢

性病暴发。”会上，郑州大学校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李蓬说，在“十四五”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我国也把

主动健康干预技术研发列入原创性引

领性科技攻关项目中。

李蓬介绍，主动健康的核心理念

是，围绕《“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生命健康为

中心转变的目标，利用物理、心理等非

药物手段对人体施加可控刺激，采用

不同于疾病医学对抗式修复机制，而

是通过主动激发人体自我修复、自组

织能力，实现低成本可持续的健康保

障新路径，构建人类健康医学新范式，

开辟健康保障第二战场。

李祥臣提出，从科学范式来讲，

“现代疾病医学的立足点是还原论，

认为各种生理功能均可以还原为机

械的运动，生命现象具有物质性、确

定性、可逆性等特征；而主动健康的

立足点是复杂系统论，认为生命现象

是非线性的，健康是指生命体随时间

演化的过程，与信息、时空变化、功能

等相关”。

在治疗措施上，李祥臣以心脏健

康为例指出，“现代疾病采用对抗式、

修补式防御策略，当心脏出现问题，便

从微观上改变它的结构，比如通过搭

桥手术治疗冠心病。而主动健康着眼

于宏观层面，即通过物理、心理、营养

手段等实现对心脏功能的调节，达到

功能影响结构的效果。”

他还表示，“主动健康与疾病医学

各有所长，二者相得益彰、互为协同。”

智能可穿戴设备
让医疗“端口”前移

当某个身体器官发生变化的时

候，牵一发而动全身，会影响到各个组

织器官的变化，仅依靠静态影像学的

检测，无法清晰得知其变化过程。

“我们需要用一个类似于‘录像’

的方式，把所有的变化记录下来，对其

进行判定。”李祥臣指出。

可穿戴智能生物传感器件具有自

适应、自诊断、自校正等功能，交叉融

合了生命科学、纳米技术、光电器件、

大数据等，具有快速、便携等特点。

与会专家认为，智能可穿戴设备

对于健康的意义逐渐从原来的被动治

疗，转变为主动健康防护。

“未来医学发展逐渐从疾病医学

转向健康医学，医学场景可能会从三

甲医院转变到社区医院，最终到家庭、

个人。在此过程中，智能可穿戴设备将

会成为帮助医疗‘端口’前移的重要工

具。”电子科技大学移动计算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陈东义对记者说。

他解释，“如果可穿戴设备在生

理、生化、影像等方面的精确度都能达

到医院仪器的标准，而且可以全天候、

全时程、全场景对身体变化进行监测，

这将带来医疗模式的重大变革。”

以睡眠为例，陈东义认为不应只

在夜晚进行监测，而应全天候实时监

测，“白天的行为习惯与睡眠息息相

关，通过分析全天候的数据，就能更

精准地找出原因，从而对‘症’防护、

治疗”。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智能可穿戴

设备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对生理信号的

监测，如心率、心电、血氧等，而在基于

汗液、尿液、血糖等的生化信号，B 超、

核磁共振等的影像信号方面，目前还

处于研发试验阶段。

陈东义表示，主动健康对智能可穿

戴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更

精确的监测数据，还需要综合考虑生物

安全性、生理排异性、续航能力、化学特

性等要素，以提前布局谋划。

“循证医学模式下，我们是拿别人

的证据看自己的病，而主动健康模式

下，我们是依靠日常生活中积累的自

己的数据监测自身健康情况。”李祥臣

说，因此，这一方面能够帮助大家及时

掌握自身状况、达到未病先防的效果，

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缓解医疗资源紧张

的现状。

提前干预，未病先防

与会专家指出，健康力指人体接

受刺激后的变化能力，通过信息测度

变化是主动健康医学的核心。

“我们常说‘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

稻草’，如何测定从健康向疾病转变的

最后一根稻草？基于什么模型？”李祥

臣说。

现场，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

授王拥军展示了两张照片，一棵是正

常竖直生长的树，另一棵是树干有着

两次 90 度弯折仍然枝繁叶茂的树。

“从形态上看，后面一棵似乎不健康，

可从生长状态上看，它和前一棵一样

健康。因此，究竟何为健康？”

“目前急需构建健康力的判断工

具。”李祥臣直言。

北京师范大学 - 香港浸会大学联

合国际学院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汤

涛认为，可通过数学量化研究为主动

健康医学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他介绍，早在 1952 年，图灵率先

提出了生物形态学的反应扩散机制，

利用 2 个方程式解释了看似无序的虎

纹、豹斑。此外，在肌肉纤维增生与伤

口愈合、脑血流控制等方面，也有学者

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

“生命的本质是有形的物质和无

形的信息的交汇，‘不确定性’和‘变

化’是信息的本质，信息的流动可以理

解为生命的活力。”汤涛表示，“因此，

健康医学不光要有疾病医学的统计循

证工具，还要有相应的数学工具描述

人体的变化能力。”

王拥军认为，应从重大疾病的健

康量表入手，建立数据库乃至生物样

本库。“主动健康干预的传统方法包括

运动、营养、睡眠、心理等，可以从这些

维度出发先建立量表，而后搜集人体

心率、血液、尿液等的信息，进行分层

分析，进而建立评估手段，在此基础上

探究如何提前干预、未病先防。”王拥

军对记者说。

香山科学会议

未病先防！香山科学会议聚焦“主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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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健康的立足点
是复杂系统论，认为生

命现象是非线性的，健
康是指生命体随时间演
化的过程，与信息、时空
变化、功能等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