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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斌：全健康就是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朱永官：城市人要找回“微生物”老朋友

院士之声

本报讯“人类最早是从丛林中走

出来的，后来又从农村走向了城市。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身上带着很多看不见

的老朋友———微生物。然而，在进入城

市后，室内生活的增加使得人类与自

然的接触大大减少，我们身上的微生

物与自然界微生物的交换机会也大大

减少，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些健康

问题。”近日，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

2023年会暨青年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

士朱永官指出。

朱永官认为：“城市绿色空间的构

建，应强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突出

自然和人工的有机耦合，实现良好的

微生态循环。”

“2020年一项来自英国学者的研究

提出，人类身上的微生物不断在人口高

度集中的环境中循环，会带来一些健康

问题，比如传染病的暴发。”朱永官说。

会上，朱永官讲起芬兰赫尔辛基

大学的研究者将森林中的土壤、自然草

皮等搬到了赫尔辛基市中心的幼儿园

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他们发现，幼

儿皮肤的微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同时

与幼儿免疫力的提高呈线性关系。

“这表明，通过调控人居环境微生

物的组成，可以有效改善人体免疫力，

帮助我们构筑一道更加健康的免疫屏

障，应对健康问题。”朱永官说，“现在

有些设计师逐渐开始用苔藓、地衣等

作为装饰品，进行城市设计、室内家装

设计，这种把活生生的生命带到人们

生活中的做法，不仅在视觉上更加美

观，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优化和改善

了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世界，这对于

整个生态系统的设计非常重要。”

朱永官还指出，构建城市绿色空

间、对城市微生物进行干预，还有助于

营造更好的生物多样性栖息地，更好

地应对城市热岛效应，同时提升城市

应对气候变化的水文调控能力及城市

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 （刘如楠）

什么是全健康？

近日，在由中国科学报社和中国

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主办的 2023·全

健康科技创新沙龙上，中国工程院院

士丛斌就全健康概念阐述道，《“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强调要“把健康

融入所有政策，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

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

民健康”。

“所谓全方位，主要体现在三方

面。”丛斌表示，第一，制度层面全方位。

“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表明我国出台

的所有政策都必须体现健康的思想，必

须有健康方面的制度性规定。为此，我

国连续发布了《“十四五”国民健康规

划》《“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以及

《基本医疗卫生健康促进法》等。

第二，环境健康全方位。环境健康

分为生态环境健康和社会环境健康。首

先，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必须健

康，必须保持包括山水林田湖草以及动

物在内的整个生态环境系统的稳态。

“因人类不当行为而非自然规律引发的

物种灭绝或过度减少，进而导致的生态

稳态失衡体现在微观层面是很危险的。

微生物需要依托宿主生存，原有的宿主

灭绝后，微生物需要寻找新的数量多、

分布密度大、活动范围广的宿主。在这

样的前提下，人类被选中的机会最大。”

其实，早在 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

士座谈会上，丛斌就已提出过该观点。

“SARS 提示我们，人类应对微生态系

统的稳态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他表

示，今年 3 月美国出台一项新计划，旨

在 5 年内对 100 万种微生物进行全基

因组测序，其中对 80%的新基因功能

进行标注，这对未来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危机会很有帮助。另一方面，人类生

存的社会环境也应平等、公正、和谐，

丛斌表示，“人有七情———喜怒忧思悲

恐惊，中医言七情致病，其实就是心理

应激不能过度，否则易引发免疫系统、

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疾病。”

第三，躯体心理系统性健康，这包

括五个屏障功能维护。一是皮肤、腔道

（呼吸道、生殖道、泌尿道等）物理机械

和微生态屏障。二是神经、体液、内分泌

屏障。丛斌指出，当前代谢性疾病发病

率高，对其发病机制的研究总是盯住某

一个细胞或组织，但慢性疾病其实是系

统性问题，是源于神经内分泌系统的稳

态失衡，因此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屏障

功能维护也非常重要。三是免疫系统屏

障。丛斌表示，当下关于免疫性疾病的

基础研究“只顾两头，忽视中间”，实际

上对躯体疾病产生关键影响的是器官

区域性免疫稳态的维持和网络化调节

机制。“为什么有的肿瘤和自体免疫性

疾病具有一定的器官偏好性？我想这应

当作为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深入研

究。”四是心理情感屏障。“现代社会中

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压力倍增，要想维护好

个人的心理情感屏障，需要借助政策共建

美好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还要加强个人

心理训练。”五是生活习俗屏障。“养成健

康的生活习俗，既需要媒体科普、个人自

律，也需要国家政策的加持。”

所谓全周期，是指从受精前到受精

卵形成，再到胚胎、出生，直至死亡的整个

过程都要纳入全周期健康维护的范畴。

2003年，全球学术界在第五届世

界公园大会上提出全健康概念。2021年

12月 1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

界动物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认同其专家咨询委

员会“全健康高级别专家委员会”

（OHHLEP）提出的“全健康”最新定义，

即“全健康是一种综合的、增进联合的

方法，目的是可持续地平衡和优化人

类、动物和生态系统的健康”。

“全健康的概念很重要，我认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康’是对‘全健康’重要性

的最好诠释。”丛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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