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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地理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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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科学时报报道 世纪交替，人类在辞旧迎新中匆匆走过。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在回顾

与思考中不断深化和更新。在自然科学领域，学科的发展，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大河，在汇入涓

涓细流之后，不断发展壮大，波涛汹涌，奔腾向前。在当今学科交叉融合成为普遍共识和主要趋

势的形势下，边缘学科的发展，很自然地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然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在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得以迅速发展、成为主要趋势的时期，交叉学科得到的理解和支持远不如今

天这样得天独厚。就在那时，在中国的大地上，一个地理学和医学交叉领域的生长，由于地方病

的孳生和局部蔓延，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成立了全国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国家各

有关部委和中国科学院拨专款支持此项防治研究工作。于是，一支由地学、医学、环境科学和生

态治理工程学等专家共同组成的科研队伍，形成了一个亲密合作的科学群体。几十年来，他们以

自己的不懈努力和丰硕成果，对地方病的环境病因和防治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不断拓展着研究领

域，丰富着新学科的内容，使之逐步成熟。地理生态系、生命元素平衡和健康关系理论的形成，

为这一边缘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这一新学科的无比生命力。同时，他们

以自己在国际科技舞台上的强大阵容和富有特色的创新成果，吸引了国际同行的关注，向世人展

示着中国科学家与时俱进、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   十月金秋，福建省省会榕城福州迎来了

这些在这一领域多年合作攻关的科技工作者。10月15日，“21世纪环境与发展对健康影响学术讨

论会”在福建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地学、医学、环境化学、地方病防治和其它领域的50余名专家

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上，中国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谭见安研究员做了题

为“21世纪医学地理透视——气候、生态、环境变化与健康”的主题报告，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

李建平教授参加了开幕式并讲话。   谭见安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医学地理学，简而言之，

是研究人类健康状况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它既有应用的一面，又有基础的一面。“环境、发展

与健康平衡”应当成为医学地理学发展的理论基础。由于疾病始终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形式，

自然，研究疾病的发生、分布与环境的关系就成为医学地理学的主要内容。从不同角度，这类研

究被称之为地理流行病学、地理病理学、疾病生态学等等。实际上，医学地理学所关注和研究的

不止于疾病，还有有关人口健康状况以及保健、疗养、营养和药物资源等等的分布和配置问题，

不同发展阶段和时期，研究的重点、水平和深入的程度是不同的。大致上，20世纪上半叶以前，

国际上医学地理学主要是研究传染性疾病；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疾病的转型，传染

病得到较好的控制，慢性病地理、健康地理、保健地理和环境医学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我们可

以预料，本世纪医学地理学将会得到迅速发展，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机遇。   接着，他谈到对

新世纪医学地理学的若干思考。他指出，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导致全球环境变化，对人类健康和

生存造成威胁。现已证明，地理学关于地理环境是一个整体的理论十分正确，整体中任何要素的

改变，都会引起整个体系的变化。即使是地理环境中微小化学成分，如二氧化碳、氯氟烃的区域

性增长，都能引起全球范围的环境变化。因此，新世纪应当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气候、生态、环境变化对健康的影响。对医学地理学来说，这里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探讨和研

究。首先，气候、生态、环境变化牵涉到与地球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有关的三类疾病。生态环

   



境变化致使生物病因疾病（包括疟疾、血吸虫病、锥虫病、黄热病、鼠疫霍乱等）的地理流行特

点发生重要变化。生态环境变化也将使环境生命元素的平衡发生偏移，导致疾病流行规律的改

变。第二，全球变化所涉及的健康问题往往带有全球性的特点。第三，要利用医学地理具有空间

分析和空间模拟的优势，预测未来疾病的危害趋势和危害程度。   2．艾滋病和新病种的地理

研究是新世纪医学地理学不可回避的问题。   3．医药资源地理学应该得到重视和发展。现在

国内外都十分重视天然药物的开发和利用。   4．食物营养与健康。食品安全也应成为新世纪

医学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5．21世纪将是长寿的世纪，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全球性问题，

研究老龄化的区域结构、问题和出路，势在必行。   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以下专题展开了

认真的学术交流。内容包括：环境生命元素的地域分异；环境物理、化学、生物因素与地方性疾

病；环境变化、经济发展与健康；环境污染与健康；健康状况与环境；环境健康实验研究；环境

健康指标与风险评价；医学地理制图；环境健康分析、监测与评估等。   这次新当选的中国

地理学会医学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王五一研究员在报告

中，对医学地理学面临的新挑战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人口爆炸、环境污染、气候变暖、臭氧损

耗、生态平衡、能源耗竭等一系列全球性危机，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人类生存的地理空间是有限

的，意识到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可能变得不适于持续生存下去。目前一系列危机的出现，说明地

理环境发展到一个重要的敏感阶段，即地理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在总体上如何相互适应的阶段。

人类生存的前提是必须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健康是发展的支柱，也是发展的标志。面对这个关

系到人类未来的复杂而艰难的问题，地理学关于环境的整体性、相互制约性、发展和地域分异的

观点对于指导从总体上系统地、动态地研究地理环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建立系统各要素相互

协调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并付诸实际行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他谈到，未来几十

年，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过程的加速，在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化国家的过

程中，一方面，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有关的健康和环境问题依然存在；另一方面，给经济增长和

社会、文化带来巨大变革的工业化过程也带来多种现代健康和环境问题。主要的健康风险来自以

下四个方面：传染病、地方病和大范围灾害引起的疾病等，其强度随不同的地理区域而变化；空

气污染、水污染、海洋污染以及杀虫剂污染等化学物质释放所造成的健康问题；与多种因素有关

的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城市化过程，包括大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移民所带来的压力，造成环境

和健康水平下降，带来新的问题，如抑郁症等。为了国家和人民将来的生存，需要将环境、人类

健康和发展规划联系起来考虑，加强跨部门的科学合作，制定更加有效的管理措施。   面对

新挑战，与会代表达成共识，并将特别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与化学物质特别是与生命

元素有关的健康问题；全球变化与重点污染病的疾病地理问题；城市化与健康保护研究；区域健

康评价、对策和健康资源的利用与规划；医学地理信息系统及制图等。   （消息来源：中国科

学院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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