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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慢性病防控领域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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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今，经济社会发展和卫生健康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在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的同时，慢性

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随着前沿科技的发展，慢性病防控研究领域的重点、技术方法和管理体制不断更新。

本文在梳理全球慢性病防控战略布局的基础上，总结了 2022 年慢性病防控的新进展，概括了慢性病防控的

新趋势。分析结果表明，2022 年慢性病防控呈现出“数字化”与“智能化”结合、“防未病”与“治已病”

结合、“控内因”与“控外因”结合的三大特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了学科交叉融合驱动慢性病防控的

发展趋势，展望了智能化防控、健康老龄化、可持续发展、系统化监管四方面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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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trend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hronic diseases i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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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evel of health services are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e average life expectancy of residents is increasing, whil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still seriou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utting-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focus, technical methods,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have been constantly 
updated. Based on the global strategic layou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gress of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2022, and forecasts the trend of this field. The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hronic diseases in 2022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tellectualiz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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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延宕的同时，

全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防控压力也在加大，人口

老龄化、不健康饮食或生活习惯、体育运动缺乏均

是导致慢性病高发的风险因素。在此背景下，“强

化慢性病综合防控和伤害预防干预”“提高心脑血

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重大

慢性病综合防治能力”等方针 [1]，成为了保障人民

生命健康的重要举措。科技创新是慢性病防控的利

器，对于改善慢性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具有重要

意义，是提高慢性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慢性病

的社会负担、改善公共卫生水平的重要手段。2022
年以来，全球慢性病防控科技创新在延续以往科技

创新布局的基础上“数字化”与“智能化”结合、“防

未病”与“治已病”结合、“控内因”与“控外因”

结合三大特征日益清晰，为有效的慢性病防控提供

了新指引。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就 2022 年该领

域政策布局、基础科研、产业转化等方向加以梳理，

并展望了该领域智能化防控、健康老龄化、可持续

发展、系统化监管四大发展前景。

1　慢性病防控战略布局不断加强

针对慢性病带来的公共健康问题，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峰会明确提出“到 2030 年，通过预防、治

疗和促进身心健康，将非传染性疾病所导致的过早

死亡减少三分之一”[2] 等针对慢性病防控的具体目

标，加速推进全球慢性病防控进程，这也标志着在

全球层面上形成关于慢性病防控的共同目标。此外，

世界卫生组织第七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敦促会员国

在《2013—2020 年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

动计划》的框架内，提高对预防、诊断和控制糖尿

病以及预防和管理肥胖等危险因素的重视程度，将

预防和控制糖尿病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加以处

理，使之成为全民健康的一部分 [3]。

面对全球严峻的慢性病防控形势，我国高度重

视并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国务院于2017年发布的《中

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2017—2025 年 )》提出

了“到 2025 年，我国慢性病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

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战略目标 [4]。

此外，《“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将重大慢性病

防治纳入健康中国行动，进一步聚焦当前国民面临

的主要营养和慢性病问题，从政府、社会和个人层

面协同推进，通过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

完善健康保障等措施，积极有效应对当前挑战，推

进全民健康的实现 [5]。多措并举之下，我国已建成

全球最大疾病和健康危险因素监测网络，重大慢性

病过早死亡率从 2015 年的 18.5% 下降至 2021 年的

15.3%，年均降幅接近全球平均降幅的 3 倍 [6]。尽

管慢性病导致的死亡率有所下降，但该比率仍较高，

慢性病防控不容放松。

2　慢性病防控的三大特点日益清晰

在各国 ( 地区 ) 政策的推动下，2022 年全球慢

性病防控的三大特点日渐清晰。在慢性病防控的手

段上，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结合，可以更精确地识别

慢性病患者的健康风险，从而更有效地预防慢性

病的发生。针对慢性病防控的目标，在发展传统的

疾病诊治技术的同时，“关口前移”成为了重要的

方向。在慢性病防控的因素上，内因和外因的结合

日渐深入，其中环境因素对慢性病防控的影响日益

受到重视。

2.1　“数字化”与“智能化”结合：人工智能助力

慢性病防控数字化升级

过去几年中，人工智能在慢性病防控中的作用

已经初现端倪。AlphaFold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及梯

度下降算法，已经在蛋白质结构预测中广泛运用 [7]。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研发的基于深度学习的蛋白质结

构快速预测工具 RoseTTAFold 可兼顾一维蛋白质的

氨基酸序列、二维蛋白质的氨基酸相互作用以及三

维结构，适用于简单的蛋白质甚至蛋白质复合物的

结构预测，并已成功预测了数百种蛋白质的结构，

包括此前研究较少的蛋白质，以及涉及非正常脂质

代谢、炎症和癌细胞生长的蛋白质等 [8]。斯坦福大

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基于血液样本分析了外周血标

本的基因表达、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细胞亚群组成、

细胞对多种刺激的反应等，结合年龄、健康信息与

机器学习算法，开发了一种衰老时钟 iAge，并发现

combination of 'prevention of disease' and 'treatment of disease', and the combination of 'control of internal causes' 
and 'control of external causes'. On the basi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trend of chronic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riven by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then forecasts the prospect of intellig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healthy ag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ystematic supervision.
Key wor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hronic diseases; intellectualization; healthy aging; systematic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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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ge 越大，出现年龄相关免疫系统炎症问题的时间

越早，更容易经历各种健康问题 [9]。

2022 年，人工智能技术与医疗 / 健康的融合进

一步深化，相关平台开发、研究应用不断推进，新

产品、新布局推陈出新，加速了科技研究和慢性病

防控手段的发展。

一些国际组织加强了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医

疗服务平台建设和项目布局。特别在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全球健康设施数据库建设显

得尤为重要。世界卫生组织计划组建一个开放的标

准化健康设施信息库，为所有国家的不同人群提供

医疗数据，并利用地理空间数据来绘制健康设施与

社区的关联图，从而帮助各国应对健康不平等现

象 [10]。在研究推进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数字

健康与人工智能研究合作组织 (I-DAIR) 共同签署了

一份备忘录，旨在利用数字技术应对当前的公共卫

生挑战，并重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参与数字健

康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和管理，鼓励年轻研究人

员和企业家参与其中 [11]。

同时，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在

逐步推进中。英国国家医疗系统 (NHS) 下设的人工

智能实验室正在持续建设中，该实验室已经发布了

路线图，通过人工智能健康与医疗奖资助了 79 项

创新研究，资助金额超过 1 亿英镑 [12]。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 (NIH)将在 4年内投资 1.3亿美元，实施“通

往人工智能的桥梁”项目，扩大人工智能在生物医

学与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其中包括“数据生成”和“用

于整合、传播和评估的桥梁中心”两大模块，前者

致力于创建可用于开发人工智能技术的新型生物医

学和行为数据集，同时创建数据标准和工具，确保

数据可查找、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复使用；后

者负责整合“数据生成”模块 / 团队的成果，并传

播其下游产品、最佳实践和培训材料 [13]。此外，英

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MRC) 通过加强医学数据科学

研究机会来推动现有生物医学与数据科学融合，并

提出医学数据科学研究的具体目标，包括：①提高

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技能的多样性；②确保数据的可

访问性和及时性；③继续开发研究方法及数据处理

方法；④加速数据创新；⑤开发新型资助模式，最

大限度地提高研究投资回报，并培育下一代生物

医学数据科学家。该举措同时强调了数据科学对

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数据科学的发展将有助于

推动新型生物医学研究方法的开发，加深对健康

和疾病的理解 [14]。

在应用领域，2022 年人工智能应用于健康、

医学领域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基于人工智能的平

台建设与应用研究不断推进。尤其是在利用人工智

能预测蛋白质结构方面，DeepMind 和 EMBL-EBI
基于 UniProt 数据库中的序列，通过 AlphaFold 成

功预测出动物、植物、细菌、真菌等超过 100 万个

物种的 2.14 亿个蛋白质的结构，几乎涵盖地球上所

有已知蛋白质，其预测结果已通过 AlphaFold DB
数据库免费公开，来自 190 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多

万位学者已经访问该资源，并应用于疟疾疫苗、抗

生素耐药性等场景，以辅助加速新药研发 [15]。丹

麦技术大学基于蛋白质语言模型 (protein Language 
Model, LM) 研发的 SignalP 6.0 可预测 5 种类型信号

肽。此外，人工智能技术在心血管疾病、肿瘤等重

大疾病的诊疗应用方面也取得重要进展。美国西北

大学发明了含有传感器、可实时监测心脏健康的可

吸收心脏起搏器。约翰 · 霍普金斯大学开发了一种

新型的人工智能血液检测方法 DELFI，可成功检测

出肺癌 [16]。

在应用研究的快速发展下，基于人工智能的疾

病诊断及管理的集成产品应运而生。人工智能超级

医生可用于辅助诊断、健康管理以及疾病预测，有

助于应对医疗资源紧缺、医疗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以

及控费压力等痛点 ( 表 1)。人工智能超级医生背后

表1  人工智能在药物、医疗器械研发中的应用场景及关键技术[17]

应用场景 关键技术

辅助诊断 基于大量真实病历、循证医学库的积累，通过深度学习技术对患者的医学影像、病理及临床数据进行自动识

     别和分析，模拟医生思维和诊断推理，从而实现对患者的诊断，包括临床决策支持系统、智慧病案、人工

     智能影像诊断、人工智能病理诊断等

健康管理 基于患者的健康档案、就医史、用药史、智能可穿戴设备检测数据等信息，在云端为患者建立“医疗数字孪

     生体”，并在生物芯片、增强学习、边缘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下模拟人体运作，实现对个体健康

     状况的实时监控、预测分析和精准医疗诊断

疾病预测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对文本、影像等多模态海量数据的综合挖掘，分析病人检查信息、既往病历和社会

     (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建立预测分析模型，进一步探索疾病分布演化规律，预测疾病流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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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大云计算引擎支撑，经扫描全身，几秒钟内就

可以提供体检报告，并结合各方面信息提出个性化

的疾病治疗和管理方案。预计未来人工智能超级医

生将应用于约 80% 的疾病诊疗流程中 [17]。

2.2　“防未病”与“治已病”结合：健康老龄化推

动慢性病关口前移

联合国报告显示，世界人口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达到 80 亿，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由

2022 年的 10% 上升至 2050 年的 16%。而我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在 2021 年底达 20 056 万人，占全国

人口的 14.2%，占比首次超过 14%[18]。伴随着人口

年龄结构老化，劳动力人口比例缩减，社会与家庭

负担加重，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加大，养老和健康服

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全球主

要国家及组织在健康老龄化及衰老研究方面采取了

系列行动，不仅强调老龄疾病的治疗与身体恢复，

而且更加重视疾病预防控制和健康促进，开始追求

“无疾而终”的终极目标。

联合国将 2021—2030 年设定为“健康老龄化

十年”[19]，在此大背景下，全球主要国家和组织也

积极响应，通过出台政策及资助项目等方式推动健

康老龄化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指导各国实现

长期护理持续性的新框架，提出长期护理系统的关

键要素，并提供评估清单，帮助成员国建立或优化

可持续的长期护理服务系统 [20]。美国国家医学研究

院 (NAM) 于 2022 年发布了《全球健康长寿路线图》，

提出由政府部门到个人家庭等全社会参与的方法路

线，提出通过基础设施、物理环境、公共卫生和长

期护理来满足未来 5 年老年人群的生活和工作需

求 [21]。我国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国家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便提出了要健全可

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和

健康服务体系，构建养老、孝老、敬老的政策体系

和社会环境，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 [22] ；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中强

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3]。2022年，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

提出“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

主要指标 [24]。在系列规划的基础上，各部委进一步

采取相关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为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

意见》[2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专题调研

组发布《关于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推动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26] 等。

在相关战略的引导下，各国也加速推进健康老

龄化研究项目。基于英国研究与创新署 (UKRI) 出
台的《2022—2027 战略》[27]，英国建立了 11 个衰

老研究网络，并将重点支持健康老龄化，围绕“确

保更好地健康、老龄化和福祉”开展衰老生物学基

础研究 [28]。由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 (NAM) 牵头、

英国研究与创新署 (UKRI) 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11 个机构合作组织的“健康长寿全球挑战”旨

在鼓励研究人员在疾病预防、衰老生物学等研究领

域提出新思考，促进科学研究和创新创业，推动健

康老龄化领域的突破 [29]。NIH“高风险、高回报研

究计划”于 2022 年宣布资助 103 项高度创新的生

物医学研究项目，资助总额约 2.85 亿美元，项目涉

及复杂免疫疾病、阿尔茨海默病和衰老等主题 [30]。

衰老及健康老龄化领域的研究取得系列进展。

Nature 杂志于 2022 年 1 月刊发衰老专题，分析了

影响衰老的相关因素，以及表观遗传时钟与衰老预

测、衰老干预与衰老护理等现状与趋势，并提出通

过蛋白质组学、退行性状态 ( 包括细胞死亡或衰老、

组织炎症和代谢功能障碍 )、表观遗传年龄等来预

测衰老的方法 [31]。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概

述了健康老龄化与肠道微生物组的关系，建议采用

更有针对性的、以功能为重点的方法来促进全生命

周期健康 [32]。此外，基于相关研究进展，国际阿尔

茨海默病学会 (ADI) 发布《2022 年世界阿尔茨海默

病报告》，以“诊断后的生活：指导治疗、护理和

支持”为主题，关注患者确诊后的不同阶段，旨在

促进痴呆症患者及其护理人员在诊断后的身体、社

会和心理健康 [33]。北京大学联合Lancet杂志发布《中

国健康老龄化之路：北京大学 - 柳叶刀重大报告》，

并基于对我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分

析提出对策建议：我国政府应从全生命周期视角分

析老龄化问题，在全生命周期中加强健康、促进健

康的生活方式；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加强老年医

学、康复医学和护理学科人才培养；强化医疗服务

监管；建设全国统筹的医疗保险体系；试验长期护

理保险制度，帮助家庭落实老年人照料，加强老年

照料机构的管理；鼓励健康、低龄的老年人参与到

高龄老年照料和儿童托育的社会化服务中 [34]。

除了基础研究，衰老及健康老龄化的应用研究

也取得了突出成果。全球已经形成庞大的长寿产业。

据报告显示，目前长寿产业的总规模超过 25 万亿

美元，2026 年这一数值将达到 33 万亿美元；全球

长寿产业至少有 500 家上市公司。从投资和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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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角度看，目前占据全球长寿产业首位的是美国，

共投资 6 719 亿美元，拥有 26 654 家公司；其次是

中国，共投资 1 640 亿美元，拥有 2 158 家公司。

大型投资机构对该行业的投资越来越多，许多长寿

创业公司迅速发展成为成熟的公司，长寿基础设施

也正在发展成熟 [35]。

2.3　“控内因”与“控外因”结合：环境因素成为

慢性病防控新焦点

吸烟、酗酒及缺乏体育运动等与健康相关的风

险因素一直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预防和治疗慢性

病所关注的重点。近年来，除了生活方式因素的影

响，环境因素对慢性病发生发展的影响也逐渐受到

重视。在环境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研究中，德国环境

健康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提出 8 种环境暴露导致的

人体损伤标志：氧化应激和炎症、基因组改变和突

变、表观遗传改变、线粒体功能障碍、内分泌紊乱、

细胞间通讯改变、微生物群落改变和神经系统功能

受损 [36]。

全球约 24% 的死亡与生态环境有关，空气、水、

土壤、食物、职业与家庭环境都可能让人们过度暴

露于化学物质等环境风险中，而环境暴露可能导致

基因表达和免疫系统改变，影响健康和疾病状态，

甚至带来终身影响 [37]。全球约 99% 人口呼吸的空

气质量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阈值 [38]。

由于人们呼吸着因使用化石燃料而带来的不健康空

气，哮喘、心脏病、肺病的发病率也逐年上升 [37] ；

塑料污染对海洋和山脉造成的威胁日益严峻，并已

侵入人类的食物链 ；气候变暖使得蚊子等媒介能

更远更快地传播疾病，这些使得全世界每年有超

1 300 万人死于本可避免的环境风险因素 [39]。

针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风险因素，2022 年世界

卫生日 (World Health Day) 聚焦健康与环境的关系，

提出“我们的星球，我们的健康”主题，并指出气

候危机也是一场健康危机，是如今人类面临的最大

的健康威胁，同时呼吁人们采取积极行动来保护环

境，从而促进自身健康 [39]。立足于气候对健康的影

响，NIH 发布了“气候变化与健康行动计划的战略

框架”，提出环境健康方面的核心要素，并重点支

持包括适应性研究、基础与机制研究、行为与社会

科学研究、数据集成、灾难研究响应、传播与实施

科学、流行病学与预测建模、暴露与风险评估、系

统科学等 9 大重点研究领域。NIH 下属 7 个机构参

与到该行动计划，于 2022 年发布了 3 次技术开发

方面的项目招标，并通过“2022—2023 年 NIH 气

候与健康学者计划”对气候科学或气候与健康科学

( 包括基础科学、临床科学、转化科学、人口科学、

社会 / 行为科学等 ) 领域的研究人员和青年科学家

进行资助 [40]。此外，英国艺术与人文理事会 (AHRC)
于 2022 年资助 12 个研究项目，旨在通过基于文化

和自然的干预措施解决健康差异，提升总体健康水

平 [41]。这些项目开创了利用文化和自然来解决健康

差异的创新方法，通过区域性公共卫生方法，逐步

探索应对健康差异的新途径 ( 表 2)。

3　慢性病防控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慢性病领域研究的突破及新兴技术的革

新，未来有望在更多颠覆性技术的驱动下，实现数

字化慢性病防控的进一步创新；在健康老龄化大背

景下，人们对“健康地老去”需求日益增长，长寿

及衰老领域的发展势头强劲；人们日渐关注气候等

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可持续理念将融入慢性病防控

体系；在学科融合下，新技术、新工具的出现也将

推动综合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

3.1　数字化驱动下的慢性病防控有望再创新

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深入发展并融合至生命健

康领域，驱动慢性病研究向集成化发展。传统的慢

性病管理模式以“诊断、治疗、康复、随访”的流

程为主，医院和社区的医务人员是慢性病管理的主

要执行者，承担起慢性病的预防、诊疗、康复、健

康教育等多项工作。随着数字健康和虚拟护理模式

正在快速被采用，临床医生有望成为医学工程师，

将接受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新兴学科和技

术培训，借助人工智能、增强现实、纳米机器人和

其他强大的工具远程管理多个患者
[42]。

近年来，许多生命科学公司的数字化程度不断

提高、协作性不断增强，更多企业、更多业务流程

向数字化转型。从研发、商业流程、供应链到人力

资源，一切都在快速进行重构及数字化转型 [43]。生

命科学企业领导者正在推进数字化，其中许多企业

已经将内部流程以及与客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互动

的方式进行了数字化。这些举措也使得远程医疗的

采用率显著上升，未来行业需要建立更综合、更全

面的虚拟医疗保健方法，大型制药公司将越来越多

地利用远程医疗工具，远程医疗网络的范围和深度

都将不断扩大。

3.2　长寿及健康老龄化领域发展势头迅猛

老年人是加强慢性病管理的重点人群，健康老

龄化为预防和治疗与衰老相关的慢性疾病提供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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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方案。如今，关注重点已逐渐从应对老龄疾病 ( 包
括减轻老龄人口的经济负担 ) 转变为健康老龄化，

重心从治疗到预防性护理。针对衰老与健康老龄化

领域的未来发展，要解决年龄歧视、疾病等相关障

碍，通过工作、社交、改善物理环境和健康系统，

同时增加项目资助，提升社会凝聚力，形成健康长

寿的良性循环。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未来

将围绕慢性病防控为老年人提供综合、连续、协同、

规范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上门

巡诊、家庭病床的作用逐渐增强，基层慢性病综合

干预管理效果将逐渐提高；失能老人的评估和综合

服务试点不断扩大 [44]。对于慢性病防控及衰老领域

的基础研究，未来研究重点或将是衰老过程的生物

标志物发现，以及相应地设计临床试验来转化新疗

法开发，这有望能在健康老龄化领域发挥重要意义。

从“治病”到“防病”的转变将带来巨大的社会经

济机会，延长老龄人口的工作年限，提高老年人的

生产力水平，降低老年护理的整体医疗负担。仅仅

这些措施就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而且还有助于

催生健康老龄化相关产业的发展。

3.3　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慢性病防控体系

环境威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着全世

界。卫生健康系统是易受环境影响的重要一环，气

候等因素的变化增加了新发传染病的风险。同时，

卫生健康系统也是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新型健

康威胁的主要防线。为了保护健康并避免健康不平

等，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卫

生健康系统是必然趋势。干净的空气、充足的水资

源、粮食和药品安全是防控慢性病发生发展的关键

要素，同样需要依靠良好的生态系统来提供。随着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广泛普及，世界环保

市场呈现迅速发展的势头，一些发达国家已出台相

关政策并加大资金投入，加大对环保市场的扶持力

度，着力于研究并改善与慢性病相关的环境因素。

立足自身，我们每个人都可采取以下健康行动推动

可持续发展：优先选择可再生能源，购买当地生产

表2  英国12项通过环境因素提升健康水平的研究项目[41]

项目名称 承担机构 主要研究内容

在年轻人群中推广基于自然的活动计划 纽卡斯尔大学 了解当地年轻人最看重自然活动的哪些方面，以及此类活动

      如何改善健康和福祉，评估未来优化基于自然的计划所需

      的基础设施

促进围产期和婴儿心理健康的艺术启蒙 邓迪大学 早期的家庭关系和艺术启蒙对健康和幸福有长期影响。在该

    干预方法      干预措施中，艺术治疗师将为弱势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干

      预措施，同时扩大在弱势群体中艺术的推广

在偏远和农村地区推广非药物干预 高地与群岛大学 研究扩大非药物文化和自然遗产干预措施所需的关键条件和

      机制。苏格兰高地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和护林员将提供基于

      文化和自然的干预计划，旨在促进心理健康

调动跨学科知识和合作伙伴关系，大规 诺丁汉大学 利用野外游泳和蓝色空间娱乐等放松方式提供社交、情感和

    模消除健康差距      文化价值，旨在大规模地实现健康公平

健康生态系统中的艺术和文化 利兹贝克特大学 与经历健康差异的人交流与合作，以符合社区文化和创造兴

      趣的方式开展工作，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

通过共享培训增加“文化和自然社会处 德比大学 在少数族裔社区的经验丰富的从业者和受训者中分享技能和

    方计划”的多样性      知识，确保“社会处方计划”更具包容性

利用史前文化遗址提高边缘化社区居民 伯恩茅斯大学 利用丰富的史前遗产，通过文化遗产治疗计划改善居民心理

    的心理健康      健康

与社区艺术工作者共同解决学校的心理 伦敦大学学院 与社区艺术工作者建立合作，通过基于艺术的实践来提升儿

    健康差异      童的心理健康

将艺术纳入医疗保健，应对抑郁症 边山大学 针对患有抑郁症、情绪低落、焦虑的成人和儿童提供创造性

      团体疗法

创建一个绿色社会处方网络，促进心理 皇家艺术学院 创建一个更加综合的护理系统，旨在开创和推广基于自然的

    健康      健康活动

扩大地方性社会处方支持 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开发一个资源工具包，旨在帮助改善英国贫困社区居民在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后的心理问题

通过社会处方探索基于社区的健康支持 兰卡斯特大学 探讨“社会处方计划”如何在综合护理系统中应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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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的新鲜食品，避免高度加工的食品和饮料，减少

烟草相关产品的消费，在购买食物时使用可回收的

食品袋等 [45]。

3.4　慢性病防控技术的综合监管将不断完善

慢性病防控的技术拓展需要各方合作来共同推

动。未来，分工更为明确的综合慢性病管理体系有

望建立，包括监管机构明确制定诊断、治疗相关的

指南和规范，建立相关结果的衡量方法，支持更安

全、更有效、更快速的治疗手段研发；医疗机构对

疾病进行持续监测，在慢性病出现时及时治疗；研

究机构开展相应的研究，从而证明特定治疗方案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医务工作者对患者进行及时干预，

并持续关注患者病情，更加关注气候变化等环境因

素对慢性病防控的影响，将其与健康干预关联起来。

此外，慢性病防控技术的发展还需要更多的风险投

资来支持，推动产品的开发，实现慢性病的长期跟

踪，为临床医生提供丰富的数据，并通过特色门诊

等形式吸引目标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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