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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小贴士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健康，是时下人们最关注
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在后疫
情时代，健康不仅是个人的追
求，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必然要求。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硕贤
曾说，当今世界上有两门学科
与人类的健康最密切相关，一
门是医学科学，涉及人类身体
内部的健康；另一门是建筑科
学，可构筑最接近人体的人类
栖居环境，从外部来保障人类
的身心健康。

“全球平均每4名死者中
就有1人死于环境问题。人
80%以上时间在室内度过，其
中的空气质量、水质、温湿度、
噪声、照明、霉菌等要素对人
的健康影响十分重要。”日前，
在2022（第四届）健康建筑大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
医学科学院原院（校）长刘德
培引用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
数据，从侧面佐证了吴硕贤院
士的观点。

中国城市报记者从上述
会议了解到，健康建筑正成为
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抓
手，同时也成为房地产企业突
围的新赛道。

标准体系逐步建立

回顾建筑发展史，从古罗
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提出“实
用、坚固、美观”的建筑三要
素，到2016年3月我国国务院
发文确立“适用、经济、绿色、
美观”的建筑八字方针，可以
发现尽管跨越千年，人们对于
建筑的基本要求却并未发生
实质性改变。

时下提出的健康建筑有何
新的内涵？健康建筑联盟理事
长、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王清勤表示，所
谓健康建筑，是指在满足建筑
功能的基础之上，提供更加健
康的环境、设施和服务，促进
使用者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
社会适应健康的建筑。

具体什么样的建筑才算
“健康”？2017年1月6日，由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城
市科学研究会、中国建筑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
位制定的《健康建筑评价标
准》实施，指标体系有空气、
水、舒适、健身、人文、服务六
大健康要素，共包含23个控制
项、73 个评分项和 6 个加分
项。从指标体系中可以窥见，
室内灯光明暗、空气质量以及
建筑用材、饮用水的品质等要
素，都对人们的身心健康有着
潜移默化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后，当人们与住宅的
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后，对居住
环境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据了解，上述标准修订工
作于2020年启动，2021年 9
月1日发布，2021年11月1日
起实施。新标准深度结合防
疫经验，跨界融合营养、心理、
行为、智慧等元素或相关技
术，构建了更系统、更全面、更
科学的体系。

“健康建筑标准体系逐步
完善，适用的尺度从原来的建
筑发展到社区、小镇，服务更
大范围的城市建设。”王清勤
表示，其功能也从原来的普通
建筑更加细化到酒店、校园、

医院、养老、体育等建筑类型；
覆盖的阶段原来主要是新建，
现在从新建到运行到改造，从
规划设计、建设选材、应用维
护到全过程的检测和监测。

政策氛围日益浓厚

作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的重要抓手，健康建筑逐渐受
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2020 年 7月 15日，住建
部等七部委发布《绿色建筑创
建行动方案》，明确“提高建筑
室内空气、水质、隔声等健康
性能指标，提升建筑视觉和心
理舒适性”。2021年 8月 13
日，工信部等十个部委发布
《“十四五”医疗装备产业发展
规划》，提出“探索在办公场
所、公共场所、家庭等健康建
筑内嵌入基础医疗设施装
备”，以健康建筑为载体来推
进康养一体化的发展。今年3
月，住建部又印发了《“十四
五”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的发
展规划》，文内多次出现“提高
住宅的健康性能”。

在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健
康建筑领域驶向蓬勃发展的
快车道。据不完全统计，相比
2020年，2021年新增逾20家
房企发力健康建筑产品。各

头部房企均有自身健康建筑
企业标准或健康建筑产品及
体系，健康发展方向相比去年
也有所更新。

王清勤给出了一个数据：
截至今年7月，健康建筑、健康
社区、健康小镇、健康改造四
类健康建筑相关项目已经在
全国大规模应用，累计建筑面
积达到1.23亿平方米。

在2022（第四届）健康建
筑大会上，全国首批健康小镇
标识证书授予仪式举办，中国
绿发长白山度假区和千岛湖
度假区被授予最高等级的铂
金级健康小镇认证。中国城
市报记者从中国绿发了解到，
截至2022年7月，该公司累计
获得214项绿色建筑和健康
建筑（社区）认证，总面积达
3900万平方米。

协同创新 应对挑战

健康建筑快速发展，目前
形成了学科交叉、行业融合、主
体协同的新发展格局。面向

“十四五”，健康建筑还需完成
哪些新课题、攻克哪些新挑战？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庄惟
敏表示，以研究为先导的设计
是当下我国建筑业理性发展

的重要体现，健康建筑则是以
研究为先导开展建筑设计的
重要抓手。

“建筑不再是单纯的外观
表现，要更注重它的内在品
质。这也是进入存量时代，在
城市更新和建设里最重要的
任务。”庄惟敏提出，既有建筑
改造、农贸市场治理、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的设施建设、医院
负压病房占比等时下热点话
题和工作，涉及城市建设、治
理、标准化等方面，是一个大
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入思考。

王清勤认为，未来健康建
筑发展应深化健康影响基础
研究，加强前期设计健康干
预，与健康城市协同发展、与
产品创新互为支撑。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基金会理事长王丹表示，推动
健康建筑协同创新、加快健康
人居迭代升级，必须把提高医
疗和卫生健康保障水平摆到
重要位置，做好科研工作，增
强实践创新能力。与此同时
新冠肺炎疫情也给加强公共
卫生建设带来新的挑战、提出
了新的课题，这需要我们在组
织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融为
一体上，认真研充贯彻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思想，加强系统集
成、多方协同推进。

累计建筑面积达累计建筑面积达11..2323亿平方米亿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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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家庭医生守护居民健康

8月17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洛舍镇
洛舍村，该镇卫生院的家庭医生服务队上门为
村民提供医疗服务。

近年来，德清县不断加强基层卫生服务网
络建设，完善卫生服务体系，以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为载体，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方
便、快捷、优质的定制化医疗卫生服务。

中新社发 王 正摄

■叶 柏

立秋之后，天气由炎热转
为寒凉。中医认为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立秋正是从养阳逐
渐转为养阴的时刻。因此秋
季养生，皆以“收”为原则。

立秋时节，暑热未尽，气温
不会很快下降，很可能有短时
间的气温升高，天气也逐渐由

潮热转向干热，虽有凉风时至，
但天气变化无常，早晚温差大，
白天仍然炎热。因此，立秋后
防暑降温要继续，不能懈怠，应
当心“秋老虎”，小心中暑。

中医认为，燥乃六淫之
邪，为秋季主气，其性干燥，易
耗津液。常见口干舌燥、鼻涩
咽痛、皮肤干枯、大便干结、烦
躁不安等一系列症状，医学上

称为“秋燥综合征”。老年人
对秋季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和耐
受性相对较差，更应重视预
防。秋季防燥，要以养阴清燥、
润肺生津为基本原则。中医有
清热润肺之法，可用麦冬、菊
花、百合等煎水代茶饮，有养阴
润肺、清心除烦、益胃生津之
效，是秋季防治秋燥的良方。

立秋后，昼夜温差大，此时

段易感受外邪而致感冒。提醒
大家在衣着和居家休息方面，
应更注意避免夜间着凉。初秋
也是感染性疾病的高发期，儿
童往往会出现发烧症状，有时
还会有恶心呕吐、腹泻等异常
表现，需要及时就医。初秋的
夜晚，很多人习惯不盖被子，太
过贪凉易导致腹泻、头痛等。
因此，初秋之际，注意不要贪

凉，注重饮食卫生，保持情绪稳
定，随时注意增减衣物。

在饮食上应坚持祛暑清
热，多食用滋阴润肺的食物。
中医认为，秋季燥气上升，易
伤津液，所以饮食应以滋阴润
肺为主。可适当食用芝麻、糯
米、蜂蜜、枇杷、菠萝、乳品等
柔润食物，以益胃生津。（转自
《人民日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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