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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不仅仅是一

种简单的身体活动，

而是一种强大的生理

干预手段，能够通过

多器官、多层次的分

子重编程来优化人体

健康。

研究发现，无论

是单次运动还是长期

锻炼，都会触发一系

列复杂的生物学反

应，而这些反应的核

心在于“运动因子”

的释放及其对全身系

统的协调调控。

从 急 性 效 应 来

看，运动就像一次

“代谢压力测试”，迅

速激活能量代谢途

径，同时引发短暂的

炎症反应和微损伤，

但这种应激实际上

是机体适应性重塑

的开端。

而长期运动则更像是一种“系统

升级”，它能显著抑制慢性炎症、改

善免疫功能，并促进血管和组织的年

轻化。

例如，老年个体的血管内皮功

能退化可以通过运动部分逆转，其

中关键基因 BMAL1 的恢复起到了

重要作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甜菜碱代谢

通路。数据表明，运动能显著提升肾

脏中的甜菜碱水平，而甜菜碱不仅

作为甲基供体支持代谢健康，还具

有强大的抗炎和抗衰老作用。

实验证明，补充甜菜碱可以改

善肾功能并延缓细胞衰老，这为运

动益处的转化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

方向，也打开了科学家对长期运动

认识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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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新兴的

交叉学科，健康管理学

科建设正处于关键发

展期。从学科框架来

看，以一级学科设置为

切入点，健康管理学科

在技术传播、实践队伍

培养以及行业协会建

设等方面已经取得了

显著成效。

特别是在慢性病

管理、健康风险评估

等实践应用领域，已

经形成了一支专业化

的技术队伍，各类健

康管理协会也在蓬勃

发展。

然而，与成熟的传

统学科相比，健康管理

学科在教学队伍建设、

教材体系完善以及学

术期刊影响力等方面

还存在明显短板。

当前，我们的专业师资力量仍

显不足，系统化的教材体系尚未完

全建立。

面对这些挑战，需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力推进：

首先，要大力推动多学科交叉

融合。健康管理本身就是一门融合

医学、管理学、信息学等多学科的交

叉学科，必须积极引入各学科的前

沿理论和方法，为学科发展注入新

动能。

其次，高校要充分发挥学科建设

的主体作用。一方面要凝聚共识，明

确学科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要整合资

源，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健康管理具

有显著的交叉学科特征，要成为独立

的一级学科，就必须建立独特的理论

体系和方法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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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工智能

（AI）技术正在深刻重

塑医疗健康领域的发展

格局。研究表明，AI 在

医疗领域的赋能主要体

现在三个关键维度：

首先，个性化医疗

理念在 AI 时代展现出

前所未有的价值。通过

分析人类基因组计划

积累的海量数据，我们

发现 AI 技术能够精准

解析 DNA 序列中的关

键信息，为个性化诊疗

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

依据。

其次，在关键技术

突破方面，重点聚焦四

大方向。一是医疗政策

与标准研究，为行业发

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是建立医疗通

用大模型的评估体系，

确保技术应用的可靠性。

三是开发基于多模态数据的健

康大模型，整合临床、影像、基因等多

源信息。

四是运用知识蒸馏技术构建健

康基础模型。

最后，基于《卫生健康行业人

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在 13

大领域、84 个具体场景开展探索

性应用。

中国信通院的研究实践表明，通

过打通产学研医创新链条，我们完全

有可能实现机器自研判、自决策、方

案自生成等突破性进展。

展望未来，AI 与医疗健康的深度

融合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数据要素价

值得到充分释放；二是应用场景自动

化程度持续提升；三是产业生态更加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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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面临着

一个突出的矛盾现象：

虽然我国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快速提升，但职

业人群运动不足等行

为问题依然显著，这反

映出健康知识普及与

健康行为实践之间存

在明显的“知行脱节”

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我

们创新性地提出了“以

健康结局为导向”的工

作思路，构建了“理论+

科技”双轮驱动的发展

模式。在理论层面，强

调将健康教育从单纯

的知识传播，升级为

“确定目标行为—分析

影响因素—设计干预

方案—实施效果评价”

的完整行为改变闭环。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

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我们必须将健康科普与科技创新放在同

等重要的位置。

在实践层面，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机遇，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与健康教育工作深度融合。具体而言，

探索三个重要方向：一是健康行为理论

与 AI技术的深度整合；二是构建跨层次

的社会生态视角；三是建立复杂行为的

多理论协同模型。

展望未来，健康教育工作要实现

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握三个关键：第

一，坚持以行为改变为核心目标；第

二，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

第三，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相信通

过理论创新和技术应用的有机结合，

一定能够有效解决“知行脱节”的难

题，真正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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