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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

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

——《里约宣言》

健康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求，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人没

有健康就谈不上快乐、幸福，一个国家没有高身体素质的国民就不会有生

气、活力。改善环境、改善健康状况、提高生活质量是人类谋求发展的目

标之一。寻求发展、环境与健康的相关协调对确保21世纪每个人的健康安

全至关重要。

人类引以为自豪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度开发自然的恶果可以历

数很多，但最直接最必须面对的就是日益积累的环境污染已从生产、生活

的全过程——衣、食、住、行、用、玩各个方面向人类袭来，几乎到了防不

胜防的地步，大自然的报复使人类在付出可观的经济代价的同时也付出了

健康和寿命。

环境健康问题通常分为两类：一是与贫困和发展不足有关的传统

环境健康问题，如缺乏安全饮用水，基础卫生设施不足，病原体食物污

染，燃烧和燃烧方式造成室内污染，自然灾害，传病媒介等等；另一类

是与不可持续发展、不可持续消费有关的现代环境健康问题，如：城市

人口密集，工业、农业造成水和空气污染，化学物质、放射性物质和重

金属污染，重复出现的传染病，气候变化，臭氧层破坏，滥用环境激素

引起的食品污染等等。环境健康问题及相关健康风险已开始从传统型向

现代型转变。

上世纪30~60年代，快速推进全球工业化的同时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八

大环境公害事件。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上海受污染毛虷引发甲肝流

行，开县井喷中243人死于硫化氢中毒，沱江氨氮污染影响几个城市停水20

余天，京沪高速交通肇事造成氯气泄漏致死28人，松花江硝基苯污染不仅

影响沿线城市供水还造成国际污染纠纷。

因企业违法排污引发的铅、砷、汞中毒等污染事件和被污染耕地中的

重金属进入食物链导致食物金属含量超标等等既危害公众健康也影响社会

安定。特别是现代病的发生蔓延影响了人类平均期望寿命，这些病的发病

原因之一是赖以生存的环境被各种化学、物理、生物因素污染，例如因居

室装修材料造成的室内氨、苯、甲醛、氡超标而引发的各种疾病。

同时、生产、生活中各种新型化学物品及化学添加剂广泛使用，直接

或间接地污染了环境。由于它们具有干扰人类内分泌作用的特性，能通过

多种环境介质影响人类健康。人群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人类的生殖障

碍、发育异常和某些癌症如乳腺癌、睾丸癌、卵巢癌等与其有关。但由于

疾病的种类多、暴露水平不够清楚，以及低水平长期暴露效应的特点。疾

病发生与这些内分泌干扰化学物的相关程度尚不确定。

环境污染造成的“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近年来趋高的出生

缺陷发病率更影响到当代、后代健康。环境危害对

人类健康的影响是明显的，环境健康问题已给我

们个人和国家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由于

贫困和快速工业化的双重压力，环境与健康风险

呈增长的趋势。虽然我们尚不能确切回答某些环

境因素的风险有多大，但减少环境威胁无疑会改

善人类健康和福利。

目前改善公共健康主要依靠药物治疗和其他

临床手段，而与之密切关联的改善环境的战略问

题则考虑不多。对此，我有如下建议： 

一是改对健康影响水平的补救性干预为预防性干预，从源头控制减

少危害发生。预防性战略的核心是解决贫困和重视发展可能导致的意外

后果。它包括控制人口增长，提供基本的卫生教育，建立完善的卫生设施

及其网络，制订着眼长远的国家及地方产业发展政策、技术政策、能源政

策、强制淘汰已知对健康有明显不利影响的产品和有害化学品。 

二是将主要针对疾病治疗的关注转移到更为广泛的致病的环境问题

上，从传统意义上的末端控制转向关系环境健康的全过程。 

三是加强环境污染与人群健康研究。开展重要环境污染物人群背景值

调查，建立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识别和评价标准。建立环境健康基

础数据库，提出阻断和降低污染物危害人体健康的技术途径和控制政策。 

四是从污染物迁移转化、人体暴露、流行病学、毒理学、健康效应经

济评价等角度研究制定环境基准和标准。加强监控，严格执法。提高应对

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能力。 

加强对环境的关注，认识到环境与健康的切实关系，必须从观念的

改变做起，任重而道远。为此，我寄希望于《环境与健康展望》中文版

杂志，在过去的三年，它为我们的环境与健康事业开启了令人惊喜的窗

口，而我相信，在未来的时间中，借助这个平台将会使越来越多的人，

了解环境对我们健康的巨大作用，成为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建立和谐社会

的敦实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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