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地生态健康管理的理念是把旅游地看做是一个大的完整的有机体，

通过与人类健康诊断之间概念和模型的交换，为旅游地复合生态系统评价

提供了一种语言，比如：症状、诊断指标、功能紊乱和生态系统疾病等。

旅游地生态健康管理就是对旅游地复合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全面监测、

分析、评估、提供环境管理指导以及对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干预和管理

的过程。实施生态健康管理是变被动的环境治理为主动地管理生态系统

健康。

旅游地生态系统的形成演变过程是旅游地生态系统本身的自我调节功

能 （旅游地自然生态系统）和人为干预过程 （旅游地社会经济系统）共同

作用的结果。旅游地自然生态系统本身具有负反馈调节机制，当系统受到

干扰后能维持稳定并恢复到原态，但是这种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人

类的活动超过自然系统自我调节的阈值，就会使自然环境发生剧烈变化而

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进而也会影响到旅游地社会经济系统的健康可持

续发展。因此，旅游地生态健康管理就是在评估旅游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

主要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管控旅游地的人类活动，促进旅游地复

合生态系统健康可持续发展。生态健康管理的目标在于建立两套系统调节

机制：一是通过科学的与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维护或促进旅游地自然生态

系统自身调节功能的有效发挥；二是为保障旅游地复合生态系统健康运转

建立的一套系统管理机制。

旅游地生态健康管理是基于维持或恢复旅游地生态系统健康与实现旅游

地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系统管理途径与方法。生态健康管理充分

体现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 “天人合一”的系统观、道法自然的自然观，现

代文明理念的 “低碳循环”的经济观和 “以人为本”的人文观，推进整合、

适应、循环、自生、预警型的生态调控。

生态健康管理既强调某一系统内的管理，也强调系统之间的协调，是一

个复合生态系统的理念。生态健康管理强调整体性、系统性与反馈性，认为

旅游地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态相互依存的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健康管理是

一个管理体系，是一种多元化、多层面、多视角的管理理念。

（李向明：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熵理论视角下的人类健康与生态旅游

成　海

一、熵、信息熵和负熵

１８５０年，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在研究卡诺循环时首次提出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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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熵等于热温比，即ｄＳ＝ｄＱＴ，反映的是热量传递方向问题，熵增加原

理说明的是能量退化规律。后来玻尔兹曼又从分子运动理论的角度，用统计

的方法推导出熵的公式，确定熵是反映物质粒子混乱程度的物理量。熵理论

表明，系统的熵值直接反映了它所处状态的均匀程度，或者说熵值是系统无

序程度的量度，系统的熵值越小，它所处的状态越是有序，越不均匀；系统

的熵值越大，它所处的状态越是无序，越均匀。一个体系的能量完全均匀分

布时，这个系统的熵就达到最大值。

１９４４年，薛定谔首次提出了负熵说，他认为，负熵就是 “取负号的熵，

它本身是有序的一个量度”。“一个生命有机体在不断地增加它的熵—你或者

可以说是在增加正熵—并趋于接近最大值的熵的危险状态，那就是死亡。要

摆脱死亡，就是说要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里不断地吸取负熵。”“有

机体就是赖负熵为生的”。当一个系统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信息后，若系

统的总熵减小，或者系统的总熵保持不变，或者系统的总熵变小于系统内部

的熵增时，就可断定该系统产生了负熵。负熵与正熵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如家禽的粪便，对家禽来说是正熵，可它却能

促使农作物茁壮成长，从而成为农作物的负熵。

后来，人们在研究通信问题时，遇到了量度从某信源发出的信号所含信

息量大小的问题。由于信息量的大小与信号源信号的不确定性被消除的多少

有关，而这种不确定性与熵的微观解释在思维方法上有类似的地方，即信源

的不确定与粒子运动的混乱程度是可以类比的，因此，１９４８年信息论的创始
人申农 （ｓｈａｎｎｏｎ）引入了 “信息熵”概念来描述这种不确定性。申农认为，

信息是用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申农信息论的基
础上，布里渊、维纳等人明确指出 “信息即负熵”的观点。

熵的概念首先是作为热力学概念提出来的，后来逐渐泛化。随着人类科

学研究的深入，熵理论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应用，还被普遍运用到社会

科学方面，如历史、文艺、哲学、教育、经济甚至神学中，人们猜测它将揭

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质的某种内在联系。

二、健康、旅游与生态旅游

１９４６年６月１９日至７月２２日，在纽约召开的国际卫生会议通过６１个国
家代表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 《组织法》，在该 《组织法》序言中对健康进行

了定义：Ｈｅａｌｔｈｉｓａ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ｎｄ
ｎｏｔｍｅｒｅｌｙ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ｒｉｎｆｉｒｍｉｔｙ译为中文就是 “健康不仅是没有疾

病或不羸弱，而是在体格、精神与社会适应三个方面的完好状态”。自１９４８
年以来，该定义未经修订。用熵理论来看，健康就是身、心、灵的有序状态，

即低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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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作为一种休闲行为，可以从身、心、灵三方面改善游客的健康水平，

包括愉悦身心、增长见识、开阔心胸等方面，即旅游可以减少游客的正熵，

增加负熵。１９８３年，世界自然联盟专家墨西哥的谢贝洛斯·拉斯喀瑞 提出了
生态旅游 （Ｅｃｏｔｏｕｒｉｓｍ）的概念，认为 “生态旅游作为常规旅游的一种形式，

游客在欣赏和游览古今文化遗产的同时，置身于相对古朴、原始的自然区域，

尽情研究野生动植物和享受旖旎的风光”。生态旅游概念自提出至今，仍然没

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生态旅游的内涵有三大要点：旅游

对象的原生性、对旅游对象的保护和对东道主社区的责任。从旅游到生态旅

游，是人们对旅游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本质上是为了旅游业的可持续发

展，即旅游业的有序化。换句话说，生态旅游是通过控制旅游业的熵增，使

旅游业运行在低熵值状态。

三、旅游对游客的意义就是增加负熵、降低正熵

基于前面的分析，可以引入熵理论来理解旅游过程，游客通过在旅游过

程中消耗物质和能量、获取信息，实际上就是游客通过环境的熵增 （正熵）

来获得自身机体的熵减 （负熵）。身体层面，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消耗物质和

能量使自己的机体变得更加健康有序，即增加了负熵，但却使环境变得更加

无序和均匀，使环境的熵增加了；在心理和精神层面，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经

历很多新奇的人和事，获得不一样的生活体验，增长了见闻，从外界获取了

大量有益身心健康的 “信息”，即负熵，从而消除了游客出游前心思混乱、

烦躁和疲累。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吸取有益身心健康的

“信息”，现实表现为和东道主的互动与交流，会造成东道主社区的文化变

迁，结果是使东道主社区的文化从先前的有序变为无序，即向东道主社区文

化输入了正熵。

按照熵理论，假如在宏观层面把人类社会及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看做一

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子系统的负熵增加，就是以其他子

系统的正熵增加为条件。同理，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游客通过旅游增加自己

身、心、灵的负熵，改善自己的健康水平，就要以环境的熵增为代价。为此，

熵理论视角下的旅游业发展方向只能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生态旅游

———只有把熵理论作为旅游业发展价值观的基础，把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低

熵化利用作为消费原则，尽力消除旅游消费中的挥霍性和高熵化，旅游业才

有希望，人类才有希望。

（成　海：西南林业大学生态旅游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工学学士、管理学硕士、法学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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