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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调查地区居民九成不具备环境与健康素养，专家建议开展全国性常规监测

知行合一 健康不离
◆本报记者李军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日前发布了首
次 居 民 环 境 与 健 康 素 养 抽 样 调 查 报
告。本次调查采取多阶段整群随机抽
样 ，选 取 北 京 、湖 北 、甘 肃 3 省（市）
15～69 岁常住居民 3000 多人进行问
卷调查，了解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现况
并分析影响因素，为确定居民环境与健

康素养提升目标和提升重点提供依据。
那么，调查发现我国居民环境与健

康素养如何？影响因素有哪些？未来
应着重从哪些方面提升居民环境与健
康素养？就此，记者采访了项目负责
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
估中心主任朱忠军。

居民对环境与健康问题高度关注并具有强烈的风险感
知，但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整体偏低，仅为8.41%

环境与健康素养是居民对环境与
健康问题具有理性认知、对常见问题做
出正确判断、积极采取行动主动应对等
的综合反映。朱忠军表示，居民环境与
健康素养水平，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环境
与健康工作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然而，此次抽样调查却显示，调查
地区城乡居民具备环境与健康素养的
总体水平仅为 8.41%，即每 100 个 15～
69 岁的居民中只有不足 9 人具备环境
与健康素养。居民具备基本理念、基本
知识和基本技能素养的人口比例分别
为 20.11%、5.85%和 24.27%。这些数字
表明，调查地区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
平整体偏低。

调查还显示，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
水平随城乡、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而
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总体上，农村、低学
历、高年龄段人群素养水平整体较低。
不过，调查也反映出，居民对环境与健康问
题高度关注并具有强烈的风险感知。

朱忠军表示，绝大部分居民了解环境对
健康的重要性，但理性认知、知识储备不足。

他举例说，日本福岛核事件发生
后，我国部分地区发生了抢购食盐风
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公众有了环境
健康风险意识，但却不知道在什么样条
件下会发生人体健康危害，以及如何甄
别信息和科学应对风险，所以才会造成

盲目听信谣言甚至传播谣言。
那么，此次调查是如何来分析评价

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的呢？
调查报告指出，分析评价主要包括

3 个部分：一是评价城乡居民的环境与
健康素养总体水平。其中，问卷得分达
到总分 70%及以上的居民被判定为具
备环境与健康素养，而居民环境与健康
素养总体水平就是具备环境与健康素
养的人在调查总样本所占的比例。

二是基于“知识-行为-技能”理论
模式，从基本理念、基本知识、基本技能3
个方面评价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

三是以突出的环境与健康问题为
导向，结合问卷具体问题的回答情况，
分析对重点关注内容掌握或了解情况。

对于此次调查结果，朱忠军表示，
测评内容是依据环境保护部 2013 年 9
月发布的《中国公民环境与健康素养

（试行）》确定的，采取整群随机抽样方
式获取样本，对各关键环节实施了严格
质量控制，结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他同时也强调，由于受时间、经
费和调查方式所限，研究仅抽取 3 个省

（市）开展调查，结果难以适用于全国。
希望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本地区的环境
与健康素养调查工作。更希望能够开
展全国性的常规监测，并依据监测结果
采取素养提升行动。

绝大部分居民了解环境对健康的重要性，但缺乏科学理
性认知，对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也明显不足

那么，到底什么是环境与健康素养？
《中 国 公 民 环 境 与 健 康 素 养（试

行）》指出，环境与健康素养指人们获取
并理解环境与健康基本知识，同时运用
这些知识对常见的环境与健康问题做
出正确判断，树立科学观念并具备采取
行动保护环境、维护自身健康的能力。
掌握正确的理念是提升环境与健康素
养的基础，把握基本概念是理解、判断
环境与健康问题的前提，养成相关行为
和生活方式、具备相关技能是环境与健
康素养的重要体现。

此次抽样调查的报告指出，居民高
度关注环境与健康问题与局限于表面感
知、素养水平不足之间存在强烈反差。

从 3 省（市）调查来看，对基本理念
有 关 测 评 问 题 的 回 答 ，正 确 率 超 过
80%，且城乡居民没有明显差异，反映
出绝大部分居民已了解环境对健康的
重要性。

但朱忠军也表示，居民普遍对环境
与健康之间复杂关系的认知不足，如没
有暴露就不会有影响、不存在零风险等

问 题 的 正 确 回 答 率 仅 27.84% 和
22.01%。另外，居民普遍了解自我防护
及预防的重要性，但自身采取行动保护
环境进而维护健康的参与意识不强。

居民对于基本知识掌握情况如何？
据介绍，从答题情况看，居民对空

气、水、辐射、铅污染等环境与健康热点
问题有关科学知识掌握不足，相关问题
正确回答率低于 30%。居民对雾霾防
护、减少室内空气污染的行为知识掌握
也相对较低，正确回答率低于 30%。

在基本技能方面，朱忠军告诉记
者，城乡居民对信息获取渠道上的认知
没有明显差异，但城市居民对信息理解
能力明显高于农村居民。总体上看，城
乡居民普遍掌握了信息获取、应对突发
事件、投诉和维权的简单技能和常识，
但涉及到具体操作细节时，城市居民操
作能力明显强于农村居民。

调查报告强调，居民的环境与健康
素养水平已构成对环境与健康工作发
展的实质影响，提高居民环境与健康素
养水平是需要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素养低不利于个体维护健康，也会影响风险交流，应补齐
基本知识短板，提升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整体水平

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低会带来哪
些不利影响？

朱忠军坦言，仅一般性地了解环境
对健康的重要性，不深入理解环境污染
如何危害健康、危害大小受到哪些因素
影响、如何减少危害等，很难对环境与
健康问题做出正确判断，这既不利于个
体保护环境、促进健康行为的形成，也
妨碍环境与健康风险交流，增加社会治
理成本。

他举例说，通过近些年的科普宣
传，现在很多人都一定程度上知道了雾
霾会对健康产生危害，但出现雾霾天气
时，还是会有很多人出门不戴口罩，甚
至重度污染天气还进行户外锻炼。

朱忠军强调，公众只有做到知、行
合一，才能采取正确有效措施，维护自
身健康。

对于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低的原
因，朱忠军分析指出，从调查得出的分
类素养水平数据可以看出，基本知识掌
握不足是导致整体素养水平不高的最
直接原因，即便是素养水平相对较高的

城市、高学历、低年龄段人群，其基本知
识分类素养也是明显“短板”。

他表示，缺乏环境与健康基本知识
会影响基本理念的形成和基本技能的
掌握。因为行为的形成需要以基础知
识普及和基本信念形成为基础，并以技
能掌握来支撑行为改变。

调查还显示，不同人群环境与健康
素养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对于城市居
民素养水平高于农村居民，朱忠军认为，
这可能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文化程
度，以及科普投入力度、覆盖率和可及
程度等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有关。

不过，他也指出，环境与健康主题
至今未成为社会科普的重要内容，主流
科普宣教活动长期偏重通过口号、标语
来灌输重要性认知和倡导有关理念、意
识或行为，培育个体理性认知、塑造自
身行为所需科学知识的供给不足。

因此，朱忠军建议，应加大具有实际
指导意义的环境与健康知识供给，填补基
本知识不足的短板，从而促进理念的形
成、技能的掌握及行为的养成和巩固。

针对此次调查的结果，课题组对提
升居民的环境与健康素养，给出了具体
建议。

一、大力推进环境与健康知识普及
传播工作，提高全民素养水平

课题组建议将环境与健康素养作为
公民基本素养之一，结合“健康中国”建
设的战略部署，政府部门将提升居民环
境与健康素养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研究
全民素养提升规划。整合环保系统内宣
教、科普资源，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
体平台，加大环境与健康知识传播的力
度。推动将环境与健康知识纳入教育内
容，从小培养孩子的环境与健康素养。
同时，建议居民个人从自身做起，树立科
学理念，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

二、针对不同区域和人群制定差异
化的环境与健康素养提升目标

针对城市、低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较
高人群，应在进一步提升基本理念基础
上，结合实际需求加强有关环境与健康
科学知识的普及、强化行动技能；针对农
村、高年龄段、文化程度较低人群，提高
对环境与健康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是当务
之急，促进基本理念的形成。

三、常规开展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

建设环境与健康素养监测网络，连
续动态监测素养水平，全面掌握不同地
区、不同人群环境与健康素养现状，并结
合现实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风险交流，
促进各方形成最大共识，以共识促共治。

□ 对策建议

开展常规监测 制定差异化目标 加大知识普及力度

全面提升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

对于两者区别，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
抽样调查项目组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研究员王若涛表示，“健康素养”和

“环境与健康素养”有一定的关联，在居
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抽样调查项目设计过
程中，也学习和借鉴了健康素养调查的
一些经验和做法，如在概念或定义模式、
内容构成维度、调查方法上等。

但两者在问题导向上不同，“环境与
健康素养”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
对与健康影响有关的环境污染问题给予
了更多关注，调查问题中含有很多环境
保护的内容而并不完全是健康方面的。
同时，考虑到风险防范是环境管理发展

方向，从工作需求出发，在核心内容组织
上，适当突出了与“风险交流”及“风险沟
通”相关的内容。

“环境与健康素养”与“健康素养”有何区别？

□ 健康科普

一级指标

基本理念

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

二级指标

基本认知

基本态度

科学知识

行为知识

认知技能

操作技能

主要内容

对环境与健康关系、环境与健康问题的基本理解

应对环境与健康问题的预防意识、责任意识

大气、土壤、水、辐射、噪声、环境卫生、有毒有害物
质等污染环境影响健康的有关科学知识

减少环境污染、防范环境污染健康影响的有关行为
知识

获取、甄别、理解、利用环境与健康有关信息的能力
和沟通技能

应急技能、投诉和维权技能

环境与健康素养调查内容

9.61% 7.28%
10.90%

5.89%

不同群体环境与健康素养水平状况

调查地区居民环境与健康热点问题答对率

2.15%

13.79% 14.69%

23.27% 24.56% 26.39%

资料来源：《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抽样调查报告——北京、湖北、甘肃》
制图：李军 赵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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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期气温下降，全国许多地区的红叶已逐渐变红，形成万山红遍、层
林尽染的景色。现在既是游玩赏景的好时节，也是养生健身的好季节，这时候
去外边走走，做做自己喜欢的运动，既能放松减压又可以锻炼身体。图为游客
在河南省夏邑县彩叶桂苗木基地内的红枫林中游玩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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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将携手共建休闲农业
利用农业资源打造健康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李军综合报道 京津冀
三地政府有关部门日前签署京津冀
休闲农业协同发展框架协议。三地
将在统筹规划休闲农业建设、统一京
津冀休闲农业标准体系、共同打造休
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建立京津冀休
闲农业公众服务平台，以及相关人才
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利用农业资源
打造健康生态环境。

休闲农业象征着乡村田园、雅致
生活，深受现代人的追崇。社会的迅
猛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剧，让生活回
归自然，创造积极、健康的生态环境
成为大势所趋。农村可以为游客提
供新鲜的空气、轻松的氛围、原生态
的食品等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环境和

食物，如今已经成为人们休闲度假的
热门去处。

根据此次签署的协议，京津冀将
统筹规划，通过合理布局、差异互补、
突出特色，提升休闲农业整体水平，
在 经 济 、生 态 、共 享 等 方 面 实 现 多
赢。加强三地休闲农业企业（园区）、
休闲农庄、农（渔）家乐等经营主体的
建设、服务、管理标准衔接，规范竞争
行为，营造公平环境

同时，将三地农业和农村的特色
资源、特色文化、特色品牌、特色活动
等进行深度挖掘和 合 理 开 发 ，共 同
打造风格各异、主题突出的休闲农
业 精 品 游 览 线 路 ，构 建 京津冀休闲
农业“廊道”。

世界生命科学展突出“健康、农业、环境”主题

展示生命科学前沿进展

本报记者李军北京报道 由中国
科技协会主办的 2016 世界生命科学
展近日在京举办，展览围绕“健康、农
业、环境”主题，设置了生命科学新突
破、纳米技术、健康与疾病防控等展
区，展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在带动
和形成健康、现代农业、生物能源、生
物制造、环境保护等产业所发挥的重
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生命科学领域取得
了飞速发展，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研究
成果，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大，其迅猛
发展态势令国际同行瞩目。作为人
口大国，我国的医学与健康、农业与
食品安全、环境科学、卫生政策等问
题颇受世界关注。

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生命科学实
现跨越式创新发展，也为展示我国
科学家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实力和创
新性成果、促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推
动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中国科协等单
位日前在北京举办了 2016 年世界生
命科学大会，会议围绕生命科学、医
药卫生、农业及环境等领域的基础研
究、科技进展、科学普及、政策法规及
伦理等方面展开研讨，400 余名国际
著名学者受邀在会上作报告，探讨生
物、健康、农业、环境等领域的最新研
究进展及发展趋势。同时，大会附设
了 2016 世界生命科学展，全方位展
示世界生命科学前沿进展及我国生
命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果。

本月是第26个全球肺癌关注月

北京卫计委：远离烟草预防肺癌

本报记者李军北京报道 每年 11
月是全球肺癌关注月。记者从北京
市卫计委获悉，北京市每年 5 个新发
恶性肿瘤中就有 1 个是肺癌，且肺癌
占据男性新发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女
性的第二位。吸烟、烹调油烟、室内
装修污染等是明确的危险因素，汽车
尾气也会增加肺癌致病的风险。

北京市卫计委称，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数据，全球每年约 160 万人死于
肺癌。肺癌已成为全世界发病率和
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我国也是
世界上肺癌患者最多的国家，每年约
73万人被确诊为肺癌。

《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
告》数据显示，2014 年北京市共报告
肺 癌 新 发 病 例 8373 例 ，发 病 率 为
63.2/10 万。其中男性 5171 例，发病
率 77.83/10 万，女性 3202 例，发病率
48.48/10 万。肺癌是北京市男性新
发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和女性的第二
位，约占所有恶性肿瘤的 20%，也就

是说每年 5 个新发恶性肿瘤中就有 1
个是肺癌 。

对于肺癌高发的原因，北京市卫
计委新闻发言人高小俊表示，吸烟是
明确的肺癌致病危险因素，不论是主
动吸烟还是被动吸烟（二手烟），不论
吸的烟是所谓的“低焦油卷烟”还是

“中草药卷烟”，均 会 增 加 患 肺 癌 的
风 险 。 此 外 ，烹 调 油 烟 、室 内 装 修
污 染 氡 气 也 是 明 确 的 危险因素；汽
车尾气也会增加肺癌致病的风险。
肺结核、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长期反
复发生的慢性肺部炎症也是肺癌的
危险因素。

那么，如何防治肺癌呢？
高小俊称，肺癌的发病是由多个

因素共同作用和长期积累的结果，但
是只要大家有积极健康的心态，远离
烟草，改正不良的生活方式，预防肺
癌并不是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同时，
肺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可以有效降
低肺癌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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