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orld Medical Frontier  世界医学前沿 (4)2022.9

1

卫生管理与健康教育

全民健身背景下体医融合在社区公共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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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民健身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健康发展战略，而体医融合则是国家在新时代对健康文化的要求中

所提出的一种科学的概念，与当前的社区公共健康发展有着非常类似的思维方式，体医融合在社区公共健康服

务中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通过调查，可以看到，在社区公共健康服务中，要加强政府的指导作用、完善社

区公共健康服务平台、大众体质监测健康服务、专门的人才培训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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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medicine in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servi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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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al fitness is a healthy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while the integration of physical medicine is a scientific concept put forward by th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of health 
culture requirements, which has a very similar way of thinking to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Physical medicine integration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 in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service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it can be seen that, In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service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mprove the community public health service platform, public health monitoring services, special personnel 
training system,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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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的深入推进，公共健康服务

和全民健身服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凸

显，群众体育与医疗卫生相结合，是国家健康战略和

全民健身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健康服务主要分

为基本医疗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两部分。基本医

疗服务是由政府举办、由医疗机构提供、面向全体居

民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则是由政

府组织实施，通过免费或者优惠的方式向城乡居民提

供预防、保健、健康促进等服务，包括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但由于

体医融合起步较晚，存在着专业人才不足、技术设备

落后等问题。

1“体医融合”科学概念

“体医融合”的科学理念，就是要让相关的医学

工作者和体育工作者，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开出一

张科学的运动处方，引导人们参加健康的体育活动，

充分利用体育的保健价值，以及医学的理性引导，来

增强人们的身体素质，预防疾病，促进病症的康复。

2 体医融合在社区公共健康服务中的发展意义

2.1 增强群众健康水平

“体医融合”是目前国内正在兴起的一种科学的

医学观念，对于增强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具有十分重

大的现实意义。以体育与医学相结合为中心，通过对

社区内不同群体的健康需求的规划、改善和治愈，如

运动处方、康复项目、体质健康监测等。在一些情况

下，对慢性疾病的人群来说，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有时

会更有利于病人进行长期的康复，同时还可以发现其

它群体的健康问题，通过实际的体育工作来进行预防，

从源头上减少疾病的发生概率，从而提高群众的健康

管理意识和体质素质。与医院相比，社区卫生服务具

有更强的及时性和直接性，符合当前国家经济快速发

展的新要求 [1]。

2.2 促进健康老龄化

随着人口再生产方式的转换，我国的人口老化问

题越来越严重。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许多慢性病的

发病率也随之增加，因此，开展社区卫生服务对于促

进老年人慢性病康复、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推动我

国健康老龄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时间的

推移，老年人对体育锻炼的热情不断高涨，逐渐成为

社区体育锻炼的重要群体。为了能够更好地达到老年

人不断增长的健康期望，社会（社区）体育开展了多

元化的活动内容与形式。当前，多数老年人虽然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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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体育锻炼，但是他们对体育与健康的理论知识的

认识却相对不足。此外，由于时代的差异，他们对有

关科学体育知识、健康理论的也缺乏了解。作为我国

老年人最主要的活动区域，社区公共健康服务是对老

年人体育与健康理论知识进行宣传的一个重要通道，

它不仅可以传播科学的体育健康知识，而且还可以丰

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发展他们的心理能力与大

脑功能 [2]。

2.3 减少医疗支出

作为每一个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目前的医疗优

惠政策十分局限，再加上我国巨大的人口数量，使得政

府在医疗支出方面的压力很大，在长期的慢性病的治疗

上，往往要支付一笔不菲的医药费，这会对一般家庭的

日常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有关资料表明：由于生病

而导致的贫穷人数接近两千万，约为全部贫穷人数的

44%，这充分证明了在贫穷问题中，患病是最大的一个

问题。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能够对慢性病的康复治疗做出

有效的引导，这可以直接降低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从

经济条件上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因此，要注重社区层

面与需要相匹配的服务提供，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民对

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认可和支持，从而达到体医融合

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的可持续发展。

2.4培养全民健康理念 ,推动健康社区的深入发展

社区是解决公众健康问题的第一站，也是我国城

镇中最基层的单元，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强调

经济的发展，社区的公众卫生状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

改善，人们对于健康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相对偏颇的

层面上，对于科学的健康概念也缺乏足够的认识。开

展社区健康服务，是对社区人群进行科学健康观念教

育的一条主要道路，有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健身

热情，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树

立正面的健康人生方向，以最为直观和高效的方法推

进健康社会建设，推进“健康中国”的建设。

3我国体医融合在社区公共健康服务中的发展现状

3.1 社区相关建设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显著，慢性病问题日益突

出，对居民生命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而，开展

社区医疗保健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在经历

了二十多年的发展之后，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已经初逐

渐成型，当前社会背景下，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是一个

以医疗机构、体育机构和社区机构为主体的三位一体

的服务体系。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三合一”的构建中，

以社区体育为主，其发展相对滞后。且以社区体育作

为主要内容，是“全民健身”方针的具体实施，但其

在“体医结合”和“医疗卫生服务”中的地位有待提高。

3.2 当前政策指导

在相关政策规定上，国家在给出总方针的基础上，

进一步推出了“促健康”的政策，而且一些地方也做

出了相应的行动，将会大力推进全民健身，推动健康

城市建设，进而推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但由于实际

原因，很多地区实施起来很难有什么突破性进展，因

此我国的社区卫生服务建设尚需加强。

3.3 社区健康相关管理机制

一般来讲，社区体育都是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来

负责，由社区的街道办和居委会来实施，但目前还没

有明确的工作职责分配。另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体育和健康两个部门在制度上都是相对独立的，在没

有清晰的政府指导下，医疗保健在两个部门间的地位

出现了明显的空缺，相关部门未能将工作中的权力和

利益系统和医学的协作作用最大化地利用起来，因此，

在执行中，体医结合的工作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

3.4 社区体育设施、场地建设

作为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体

育设施必须要有充足的设施和场所来支撑社区体育活

动的进行，然而，目前的公共体育设施和场所还比较

缺乏，无法为拥有巨大的人群基数的社会群众提供充

足的设施保证，这就造成了社区体育的发展受到制约，

虽然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已经给予了明确、科学的

运动指导，但受到场地设施的制约，仍有被指导群体

没能进行指导性的活动 [3]。

3.5 体育健康科研水平

目前，国内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较高，取得了一

系列优异的成绩。其发展对于人体运动、运动损伤以

及健康发展的研究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于运动损

伤与慢性疾病的康复也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和经验。然

而，社区公共健康服务的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对这一方

面的研究成果缺乏深入的了解，对其了解不足，需要

对其进行持续的学习来提高其在健康生活指导中的运

用效果，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引导，无法将其转

化为实践，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3.6 专业人才培养与引进

目前，我国的体育、医药等专业人员水平较高、

数量较多，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专业人员培养体系，

但“体医融合”、“社区健康”等专业人员严重不足，

大多是从两类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其中，医药人员缺

乏专业的体育锻炼经历、缺乏运动指导能力，体育人

员缺乏相关的临床实践、缺乏相关的疾病防治知识。

当前，我国对“体医融合”与“社区健康”两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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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建立明确的培养制度，仅通过岗前训练与学习，

难以让从业人员掌握“体医融合”与“社区健康”两

大领域的基本原理与工作要领。从目前的发展状况来

看，由于体育在社会中的普遍性和多样化，以及对体

育人才培养的时间比较短等特点，所以与医药领城相

比，体育专业人员更适合作为一个早期大规模引入的

人才群体。目前，只有 13.25% 左右的社教人员通过了

体育专业体系的训练，这表明，为了更好的保证社区

的健康发展，社区体育的专业化程度还有待提高 [4]。

3.7 医疗系统体医分离现状

目前，在我国的医疗实践中，存在着许多体医分

离的问题，而慢性疾病的长效恢复往往是耗费最大的

人力物力，单纯依赖于药物疗法，效果往往不佳，所

以，需要从患者本身着手，对其进行体医融合的研究。

目前，有许多可以作为运动康复参考的实例，而处于

健身行业顶层的医疗系统，将会对其产生良好的带动

效应，从而带动基层的社区公共健康服务。

3.8 社区公共健康服务平台发展

当前，我国的社区公共健康服务平台仍处在发展

中，尚未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体系，其中一些服务平台

已能够为居民的健康生活提供科学指导，因此，我们

亟需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支撑和指导它们继续实现自己

的价值。长期以来，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造成

了在信息流动、人才流动、资源互补等方面的问题。

基于此，要加强体育与医疗卫生服务的“粘合”，就

必须通过相关部门和专业人士的引导来实现。

4 体医融合在社区公共健康服务中的发展思路

4.1 政府积极引导

政府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势，推动体医融合，推

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建立健康教育交流的平台，加

强相关的调研，制订符合地区特色的标准，以政策引

导社区健康教育，加大对健康教育的投入力度，这是

健康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4.2 完善社区公共健康服务平台

在开展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中，利用现代信息

技术完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平台，在现有的健身指导

的基础上，更多地在体医融合的科学理念下，搭建一

个指导和交流平台。要对传统的卫生服务模式展开改

革，将互联网的优点充分利用起来，为广大的人民群

众提供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平台，例

如可以使用工作效率很高的线上 APP。

4.3 大众体质监测健康服务

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检测，既要关注青少年，又

要关注老年人，更不能忽略中青年。在如今这个技术发

达的年代，人们长期工作难免会产生多种职业病和慢性

疾病，严重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由于社会是为广大

人民群众提供的，所以体检工作应当对广大人民群众开

放。在开展这一工作时，必须要有具备一定职业素质的

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参与其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其

进行精确的数据统计，建立一个居民健康信息库，为居

民长远的健康生活发展提供数据支持。同时，要利用好

大数据，以“体”与“医”相结合的思想为导向，为社

区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分析和意见 [5]。

4.4 健全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要想进一步推进体医融合，就需要相关的人才，

要加强体育与医疗之间的联系，提倡合作，培养出体

育与医疗的双重复合人才，达到某种水平后，将两者

分离，自成一门“体医”。

5 结束语

我国在全民健身背景下，积极探索体医融合，将

运动医学和体育科学、运动疗法与医疗结合起来，让

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形成一个系统。全民健身背

景下体医融合将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健康服务，实

现全民健康，体育强国。在全民健身背景下体医融合

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本文对我国在该背景下体医融

合在社区公共健康服务的发展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我

国在全民健身背景下体医融合在社区公共健康服务的

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基础与实践参考，从而为我国体育

产业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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