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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构建
王　兰，贾颖慧，孙文尧

[摘　要]介绍健康城市规划理论模型、健康城市实证研究与技术工具，以及既有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探索。以
此为基础，构建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涵盖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总述、国土空间健康影响理论、健
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与设计内容、国土空间健康规划技术及国土空间健康管理 5 个知识单元。总结该知识体系的学术
价值，并进一步提出以“空间的解决方案”为核心、综合考虑尺度和分析技术进行学科交叉赋能的学科发展构想，以期为
学科建设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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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 Knowledge System for Health-oriented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WANG Lan, JIA Yinghui, 
SUN Wenyue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s of healthy urban planning, empirical studies and technical tools for 
healthy cities, as well as existing health-oriented practices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 health-oriented knowledge system is 
developed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covering five knowledge units: overview of health-oriented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theory of the health impacts of territorial space, content of health-oriented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design, techniques for 
territorial spatial health planning, and territorial spatial health management. Summarizing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knowledge 
framework, a discipline development concept centered on "spatial solutions" is presented, encouraging interdisciplinary 
empowerment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scale and analytical techniques. It provides new idea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field.
[Keywords]  healthy city;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urban-rural planning major;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public health

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
见》《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印发 2022 年工作要点的
通知》分别提出“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学科建设”“加
快国土空间规划等紧缺领域的新形态教学资源建设”
的要求。部分专家学者已经提出了学科建设思路构想，
明确了坚持空间的核心地位、关注时代发展问题 ( 如气
候变化、居民亚健康、社会发展不平衡等 )、开展多学
科交叉融合 ( 如地理学、公共卫生学、社会学等 ) 的建

0　引　言

城乡规划学是一门致力于解决城乡发展中的实际
问题、建设美好人居环境的学科 [1-2]。新中国成立后，
学科发展经历了从居于建筑学下二级学科到城乡规划学
一级学科设立，再到城乡规划学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的发展历程 [3]。面向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城乡规划学科
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有待加快建设。《中共中央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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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重点 [1，4-5]。基于此，本文提出应面向
时代发展的实际问题和需求推进学科建
设，以空间规划相关的知识体系为本，
融合其他学科提供的知识和技术，焕新
设计教学体系，实现新型人才培养。

应对公共健康的挑战是城市规划出
现的源头之一。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建
构的当下，需要从全域全要素的视角再
次审视规划对于公共健康的作用。当前，
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使城乡规划与公共健
康的关系更加复杂，不断涌现的各类慢
性非传染性疾病和传染性疾病给人民的

健康福祉带来巨大挑战。例如：城市土
地利用变化深刻影响着全球气候，极端
天气显著增加，带来健康风险；城镇建
设带来人与自然的交界面变化，增加未
知病毒的跨界传播风险；城市无序扩张
延长通勤时长，减少居民体力活动的时
长和频率，加剧肥胖和心血管疾病等风
险；高密度发展也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
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分析多个空间尺
度的要素，明确空间规划的健康影响，
思考如何在规划设计源头进行空间调控，
以实现人群身心健康干预，以及学科和

行业的回归与提升。
通过空间规划来促进公共健康实现

是世界卫生组织一直强调的重要路径，
也是我国“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主要
抓手之一 ( 图 1)。世界卫生组织于 1984
年提出健康城市主张，不断在全球推动
健康城市运动，并编制《健康城市与区
域规划指南》。在我国，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
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在此背景
下，我国陆续发布的空间规划技术指南

图 1 健康城市运动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6] 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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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正逐步展开

是 欧 洲 健 康 城
市 建 设 三 十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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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国务院成立健康
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负责统筹
推 进《 健 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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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中国”上升
为国家战略

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次全国代
表大会再次明
确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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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技术工具为具体知识点提供了支撑。
基于实证研究，梳理空间要素与健康结
果的关联效应结果可明确空间要素的规
划设计原则，同时发现部分规划指标参
考的阈值。既有研究已充分揭示土地使
用混合度、绿色空间规模及布局、道路
密度、体育设施可达性等空间要素特征
的健康影响，其对应的规划调控可被用
于干预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糖
尿病、心理障碍及新型传染性疾病等健
康结果，带来健康促进效益。例如，研
究已揭示建筑和绿地的覆盖率是影响肺
癌发病率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当街道的
建筑覆盖率超过 25%、绿地覆盖率低于
15% 时，肺癌发病率将急剧增高 [13]。这
支撑了后续呼吸健康导向规划知识点的
提出：鼓励建设城市绿地，绿地率不宜
低于 15%；控制地块建筑密度，新开发
片区整体建筑密度建议低于 25%。

同时，国内外基于大量实证研究结
果编写的健康城市规划设计导则，如美
国的《积极设计导则：通过设计促进体
力活动与健康》、澳大利亚的《健康空
间和场所》、我国的《健康城区评价标准》
等，也是健康导向规划设计原则的重要
来源。这些导则已充分关注慢行系统、
土地使用、公共服务设施、开放空间、
公共交通和社区营造等方面内容，提出
了相应的健康导向规划设计策略。这些
策略在考虑本土适用性后可支撑形成
我国健康导向下国土空间规划的具体知
识点。

此外，面向空间规划的技术工具开
发也为健康影响评估等部分的知识点奠
定了基础。当前已形成的技术工具包括：
①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涵盖基于空间计
算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风险诊断技术和病
媒传染病风险评估技术等；②健康资源供
给可达性和公平性评估技术；③健康行为
评估技术，如基于多参量的街道网络可步
行性评估技术；④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

皆提出了健康融入的要求。例如，在总
体规划方面，《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编制指南 ( 试行 )》指出要将“健康宜居”
作为空间发展的目标战略之一，并提出
要“完善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功能，营
造健康、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以
社区生活圈为基础构建城市健康安全单
元”“建设全年龄友好健康城市”等要求。
《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将“建设
安全、低碳的健康社区”作为主要原则
之一，强调“健康管理”类设施的重要
性。在详细规划方面，各地的详细规划
编制指南也提出了健康相关要求。例如，
贵州省提出需分析城市在健康舒适等方面
的现状水平，重庆市指出要创造安全健康
可持续的城市人居环境，等等。因而，推
进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响应国家
战略与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在实际工作中，融入健康考虑的国
土空间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学界对其工
作程序和内容的研究很多，但在行业内尚
未形成共识。同时，需要在教学体系中纳
入健康城市规划的内容，推动相关人才培
养，实现研究指导实践。因此，本文尝试
构建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
的基本框架，简述其所涵盖的规划知识单
元和知识点，以期支撑相关教学开展和专
业人才培养，推进健康融入国土空间规划
的教学和实践，并为国土空间规划时代的
城乡规划学科建设提供参考。 

1　知识来源

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涉及广
泛的学科背景，包括城乡规划学、医学、
流行病学、地理学和环境学等。基于上述
学科支撑，健康城市规划理论和健康城市
领域实证研究得以形成，进而推动了相关
实践探索，为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
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基础。

1.1　健康城市规划理论模型
国内外的健康城市规划理论模型为

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过去 10 余年
间，国外学者已提出一系列关于空间规
划要素和多类健康结果的理论模型，包
括基于交通方式的健康影响路径模型 [7]、
“建成环境—慢性病—健康成本”路径模
型 [8]、“规划—建成环境—心血管疾病”
关联框架 [9] 等，阐释了空间要素与公共
健康的关联。

在上述理论认知的基础上，我国规
划领域的学者们进一步面向规划体系，
构建了本土化程度更高、规划指导意义
更强的空间要素健康影响理论模型。例
如：田莉等 [10] 提出了包含区域、城市和
社区 3 个层面的“城乡健康”理论模型，
通过不同类型数据和要素开展相关研究
与实践；杨春等 [11] 关注城市空间环境对
公共健康的主动式干预作用，提出了健康
城市主动式规划干预概念分析框架；笔
者 [12] 提出了包含“四要素、三路径”的
健康城市规划理论模型，其中“四要素”
指土地使用、空间形态、道路交通以及
绿地和开放空间，“三路径”包含减少
污染源及其人体暴露 ( 健康风险 )、提供
可获得的健康设施 ( 健康资源 ) 以及促进
体力活动和交往 ( 健康行为 )，形成从基
线控制、支撑保障到干预促进的进阶关
系。该理论模型被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
国人居署联合发布的官方文件《健康城
市与区域规划指南》纳入并作为核心理
论依据，同时被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
环境合作中心的 Hugh Barton 教授 (“环
境健康彩虹机制图”的提出者 ) 在其最新
著作《塑造邻里：促进当地健康和全球
可持续发展》( 第三版 ) 中引用。因此，
本文将该干预路径作为构建知识体系的
主要理论支撑。

1.2　健康城市实证研究与技术工具
健康城市实证研究结果以及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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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

综合健康效益定量预测技术等 [14]。这些
技术明确了如何对国土空间现状和规划
方案进行健康相关的评估，是知识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
实践

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是
全流程健康融入的有益探索，为知识体
系的总体框架构建和实用有效内容的筛
选提供了重要依据。笔者所在团队推动
开展了一批国内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
规划实践，包括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控
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等规划类型，
以及社区、产业园区、商业和商务区等
场地类型，具体包括《上海市宝山区顾
村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2—2035)》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西
岑科创中心规划设计》《河北省雄安新
区容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等项目，
在健康导向下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程序、
健康规划设计方法和技术融入方法等方
面积累了经验，为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
了关键支撑。此外，刘佳燕、袁奇峰、
徐磊青、武沛、张庆军等学者和规划师
也在城市设计、生活圈规划、生态空间
规划等类型实践中进行了健康融入的探
索，相关经验也为知识体系构建和知识
点梳理提供了支持。

2　知识体系构建

基于上述理论模型、规划设计导则
与实证研究和实践经验，本文构建了健
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该
知识体系面向城乡规划学及国土空间规
划相关专业的学生和实践工作者，旨在
阐明健康导向下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基
础，并为开展规划实践提供指引。知识
体系包含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总
述、国土空间健康影响理论、健康导向
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与设计内容、国土空
间健康规划技术及国土空间健康管理 5
大核心知识单元 ( 图 2)。其中：健康导
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总述单元介绍相关
学科、规划原则和工作程序，国土空间
健康影响理论单元论述理论认知基础，
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与设计内容
单元明确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的健康干预
原则与方法，国土空间健康规划技术单
元介绍适用于国土空间规划各工作环节
的技术方法，国土空间健康管理单元明
确健康内容的传导、实施和管理方式。

2.1　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
总述

该部分内容包含健康导向下国土空
间规划的相关学科、规划原则和工作程
序 3 个子单元，旨在阐述对健康导向下

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认识。健康导向下
的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学科是具体规划知
识的根基，包括城乡规划学、流行病学、
地理学等学科。规划原则是开展健康导
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需围绕的基本准则，
包括以人为本、尊重科学、关注公平、
因地制宜、强化传导等原则。健康导向
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程序包括现状诊
断、方案编制、方案评估和规划实施 4
个环节。其中：现状诊断是在国土空间
规划既有基础工作阶段增加的环节，旨
在识别国土空间规划范围内的人群健康
特征，分析现状健康风险与健康资源的
空间分布和影响范围等，明确现状健康
问题和规划优化要点；方案编制对应常
规工作程序中的规划编制阶段，通过对
各类空间要素提出健康促进的引导要求，
实现健康风险规避、健康资源供给和健
康行为促进；方案评估是新增环节，是
方案编制成果的健康影响评估与优化；
规划实施对应规划传导和编制后的实施
管理，保障健康内容的落地。通过工作
程序控制保障全流程健康促进。

2.2　国土空间健康影响理论
该部分内容包含国土空间规划中可

调控的各类空间要素 ( 包括生态空间、农
业空间和城镇空间 ) 与健康结果的关联
( 图 3)，提供基于交叉学科知识的理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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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基础。具体而言，生态空间包括森林、
草原、湿地和水等，其总量增加有助于
调节气候、吸收大气污染物、净化水体
等，从而降低物理环境健康风险；其布
局特征会影响病原体的存蓄和稀释作用，
以及病原体、媒介和宿主之间的相互作
用频率 [15]。农业空间主要分为农业生产
空间 ( 耕地、园地等 ) 和农村生活空间 ( 农
村宅基地、公共服务设施等 )，农业生产
空间的不合理布局可能会带来农产品污
染、提高食物里程，从而影响食品安全，
加剧物理环境的健康风险；农村生活空
间的功能布局、健康设施布局和住房能
源供给方式则会直接影响居民物理环境
健康。同时，配置旅游服务设施，发展
乡村旅游业可促进亲自然活动，促进城
乡居民健康行为。在城镇空间方面，土
地使用、道路交通、空间形态、绿地与
开放空间均对健康具有重要影响。土地
使用的类型、布局、开发强度和混合程

度经由健康风险、资源及行为路径对公
共健康产生正负面影响 [16]。在道路交通
方面，机动交通是空气污染、噪声等健
康风险的主要来源；慢行交通则是居民
开展体力活动的重要出行方式 [7]。空间形
态与公共健康的关系主要体现在风场对污
染物疏散的影响、热环境对热岛效应的影
响，以及人体空间舒适度感受对心理健康
和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 [17]。绿地和开放
空间则对空气污染、噪声和心理压力均有
缓解作用，其规模、布局和植物配置等特
征会影响效应强度 [18]。国土空间规划关
注的这 3 类空间要素是规划影响健康的重
要载体，从健康风险、健康资源和健康行
为 3 个方面体现了国土空间规划的作用，
这为后续规划调控提供理论支撑。

2.3　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
与设计内容

该部分内容旨在明确健康导向下的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
划的内容。具体的健康导向规划知识点
基于各类规划可调控的空间要素和关注
的健康问题确定。

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面
向城市总体健康水平 ( 预期寿命、关键疾
病发病率等 )，旨在降低健康风险及其人
群暴露，保障重大健康资源配置。其编
制知识涵盖健康目标及健康指标的构建，
以及融入健康理念的各板块规划内容与
方法。具体而言，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
间规划指标包含健康资源空间分布基尼
系数等健康空间调控指标、城乡温度差
等健康环境监测指标和重大慢性疾病发
病率等健康结果指标。对于各规划板块，
功能布局板块知识点包括生态保护区和
传染病风险区划定、健康资源开发利用、
基于健康风险诊断的食用作物种植区划
定、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区和本地食
物生产区布局、区域和城市空间健康格
局优化、公共健康单元划定等，旨在降
低新发传染病发病风险和食品健康风险、
提高环境质量、提供亲自然健康资源、
保障平疫期间的健康资源供给。道路交
通板块知识点包括考虑生态敏感区与灾
害易发区的区域交通线网规划、考虑负
面健康影响的交通设施布局以及区域联
动的应急救援通道规划等，旨在降低道
路交通带来的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负面影响，保障应急时期的生命
通道。公共设施板块关注与公共健康紧
密关联的各类设施的规模确定和空间布
局，区域资源协同、城市资源分级、服
务结构优化、布局风险规避等是其基本
原则，旨在保障医疗卫生设施分级分类
服务、防疫应急设施就地响应、市政基
础设施安全健康、生鲜超市和菜场可达，
同时鼓励体育设施全人群活动、养老设
施多样化照护、教育设施安全可达。公
共空间板块关注多级多类公共开放空间
的规划布局，旨在保障开放空间层级明

图 3 国土空间要素健康影响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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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促进带状公园连续成网、推动专类
公园多元化建设、促进滨水岸线复合利
用。此外，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相关知识
点还涵盖城镇通风廊道、微气候分区和气
象灾害风险区划定等，旨在改善城镇微气
候，降低健康风险。通过对上述空间要素
的规划实现城市总体健康水平的提升。

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主
要关注片区层面污染等环境健康风险高、
健康设施缺乏、体力活动不足等健康问
题。其编制知识涵盖公共设施、开发强
度等板块的详细规划层面健康导向规划
内容与方法，旨在落实上位总体规划相
关的健康要求，并通过精细尺度的规划
设计实现健康促进。具体而言，功能布
局板块知识点包括适度功能混合的土地
利用布局、功能完善的社区生活圈构建
等；道路交通板块知识点包括公共交通
站点空间布局及绿色交通接驳方式规划
等，旨在鼓励步行、骑行、公共交通等
绿色出行方式，减少机动车使用带来的
污染；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板块知识点
包括基于服务规模与服务半径要求的健
康设施空间布局、面向平疫结合的设施
转换、面向全龄使用需求的附属绿地配
置、促进体力活动的公共空间指标要求
等，旨在保障日常和应急时期的公共设
施供给、发挥绿地与开放空间的多元健
康促进效益、促进各类公共设施中的体
力活动和社会交往，实现协同健康影响；
空间形态板块知识点包括基于上位通风
廊道规划与微气候分区的开发强度和空
间管制内容规划、促进心理健康的空间
形态规划等，旨在通过控制建筑高度、
建筑布局与朝向、街道贴线率、建筑色
彩等实现微气候改善与健康风险降低，
促进缓解心理压力；住宅板块知识点包
括基于人群需求的住宅混合布局、住宅
套型比例规划以及基于健康风险诊断结
果的住宅街坊围合度规划等，旨在保障
住房供给，降低住区内部健康风险暴露。

通过上述空间要素调控实现片区层级的
环境改善与健康促进。

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包
含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城市设计、健
康社区规划、公共健康单元规划等，需
要根据本地的核心健康问题或专项规划
对应的特定健康目标形成健康干预方法。
例如，对于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城市
设计，相关知识点涵盖绿地与开放空间
板块的疗愈景观设计、适老化开放空间
设计，道路交通板块的人行过街设施间
距控制、安全导向的自行车车道设计，
以及综合考虑街道家具、照明设计、绿
色空间植入和安全性提升的街道空间设
计等，旨在发挥空间疗愈作用、促进特
殊人群健康行为、减低交通污染、鼓励
积极出行。再如，对于公共健康单元规划，
知识点涵盖公共健康单元设定技术以及
单元内的设施配置要求和平疫结合策略。
前者包含尊重生态廊道格局、适应居民
健康需求和出行行为、考虑健康风险和
脆弱人群分布等划定原则，以及基于健
康问题、健康需求和人群特征的重点单
元划定方法；后者包含健康服务与应急
支援中枢、日常健康和疫情应急类设施，
以及所涉及的设施名称、服务内容和平
疫转换备选空间等 [19]。基于不同专项规
划面向的健康问题和可调控的空间要素，
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点组织。该知识单
元内容对规划实践工作者具有直接指导
意义，可作为开展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
间规划的操作手册。

2.4　国土空间健康规划技术
该部分内容包含现状健康性能诊断

技术、健康规划方案编制技术和方案健
康影响评估技术 3 个子单元，旨在明确
健康导向下国土空间规划的现状诊断、
方案编制和方案评估等各环节中可使用
的技术方法。

现状健康性能诊断技术是用于国土

空间现状健康风险、健康资源与健康行
为诊断的相关技术。其中：健康风险包
括空气污染影响、噪声影响等，可通过
赋值叠加、土地利用模拟和空气动力学
模拟等技术进行诊断；健康资源包括医
疗卫生设施、体育设施、绿地与开放空
间等，可通过简单叠加法、两步移动搜
寻法等可达性计算方法和双变量空间自
相关局部指数法等公平性计算方法进行
诊断；健康行为包括体力活动和社会交
往等，可通过可步行性计算等方法进行
诊断。上述诊断技术可用于识别现状健
康风险暴露高值区、健康资源可达性和
公平性不足以及健康行为促进水平不足
区域，在方案编制阶段降低风险、改善
背景环境和补充配置健康资源等。

健康规划方案编制技术是用于规划
方案编制过程、辅助进行空间安排的相
关技术，包括用以解决空间形态管控被
动低效问题的空间形态规划优化关键技
术、为慢行交通设施提供关键要素和阈
值指引的慢行系统规划优化关键技术、
用以解决供需平衡约束下健康资源供给
和多场景布局问题的健康设施规划优化
技术等。上述面向复杂场景的规划优化
关键技术可为方案的合理制定和优化提
供技术工具支撑。

方案健康影响评估技术是用于评估
规划方案健康促进效益的相关技术，包
括健康风险、健康资源、健康行为预测
与评估技术，以及健康结果预测与评估
技术。健康风险、健康资源、健康行为
预测与评估技术可对应现状健康风险、
资源与行为诊断结果，明确规划方案带
来的健康收益，同时识别规划方案中健
康效果不佳的区域，指导方案进一步优
化。健康结果预测与评估技术则可定量
测算规划方案情景下的健康结果，技术
方法包括基于比较风险评估框架的相对
风险构建预测模型和基于本地数据构建
本土化预测模型两类。评估结果可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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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状相比的健康增益，或进行多方案
比选，确定疾病负担较小的规划方案。
该知识单元的相关技术可为健康导向下
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关键支撑。

2.5　国土空间健康管理
该部分内容包括健康内容的规划传

导、近期实施和规划管理 3 个子单元，
旨在明确健康相关规划内容如何传导到
下级规划，并落实到近期规划和规划管
理中。健康内容规划传导通过将健康相
关的规模指标、控制线、功能分区、空
间结构、清单名录等内容纳入图纸、表
格和数据库，传导至下层级总体规划和
详细规划。健康内容近期实施旨在将健
康理念融入近期行动计划，并将具有积
极健康影响的项目纳入近期项目清单，
从理念和落地项目方面实现健康促进。
健康内容规划管理可通过完善健康城市
规划和管理技术标准、开展建设项目健
康影响评估、将健康融入城市体检评估
工作和智慧管理平台建设等方式，切实
实现城市健康全周期管理，保障空间的
健康促进效益。

3　结束语

健康导向下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
构建是国土空间规划领域教学体系建设
的重要组成板块。本文首次构建了面向
人民健康的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阐
释了如何将健康理念、原则和技术融入
国土空间规划实践。这为我国城乡规划
学及相关学科的教学提供了应对时代需
求的“新鲜血液”，为具有城乡规划学
和公共卫生学交叉学科知识素养的人才
培养提供了支撑，同时也为从业人员开
展健康导向实践提供了参考。此外，本
文明确了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知
识体系的主要知识来源，阐述了如何通
过多学科视角下的理论与实证构建知识

体系。该构建方法同时考虑了知识体系
的综合性和实用性，可为基于交叉学科
的国土空间规划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参考，
服务于国土空间规划的教学体系发展和
相关实践。

展望学科建设的未来，以空间为内
核，以交叉学科知识为外延的知识体系
构建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内容。对于健康
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需要紧扣空间
本体，在既有工作框架、健康分析要点
和原则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公共卫
生学、健康地理学等交叉学科研究，支
撑干预实践，发挥空间“治未病”的作
用，实现人群身心健康的提升。具体而
言，需要基于本文构建的工作框架继续
完善面向多层级空间规划的健康原则和

图 4 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路线图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 [6] 改绘。

指标，形成健康设计导则和技术体系，
并将健康内容充分纳入城市体检和智慧
城市系统等；进而逐步构建符合中国城
市特点和人口密度的健康城市理论体系，
确定健康融入各类规划和各个空间层面
规划的方法和技术，建立适配中国大型
项目和规划方案的健康影响评估流程和
决议机制，全方位多层面共同推进健康
城市建设 [6]；最终实现中国健康城市学
派的建立，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健康城市规划和建设提供理论、方法和
案例支撑，并实现健康区域、城市、乡
村、社区和建筑的建设，从理论和实践
两个方面，共同推进人类的健康与福祉。
见图 4。

以此为例可以看出，对于国土空间

理论：构建适合我
国城市特点和人口
密度的健康城市理
论体系

方法：健康融入规划
设计的方法和技术

中国健康
城市学派

机制：健康影响评估
流程和决议等机制

健康的
区域、
城市、
乡村、
社区和
建筑

建设：全方位多层
面推进

人类的
健康与
福祉

1980 年 2020 年 2030 年 2050 年

揭示了土地使用、道路交通和空
间形态等对多种传染病和慢性非
传染性疾病的影响效应及阈值

进行了健康融入的实践探索，包
括《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 (2022—2035 年 )》《河
北省雄安新区容东片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等

构建了空间要素健康影响理论模
型，总结了空间规划对多种传染
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干预机
制

健康城市规划理论框架

健康城市实证研究与技术工具

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间规划实践

形成了一批国内外健康城市规划
设计导则

开发了少量面向空间规划的健康
影响评估技术工具

建立各个空间层级的健康
设计导则 ( 城区、街区、公
共健康单元等 )

将健康相关空间指标融入
城市体检

构建健康导向下的国土空
间规划工作框架

建立各个层面空间规划的健
康分析要点、原则和指标

建立针对规划方案和项目
设计的健康影响评估机制

建立面向多层级多类别国
土空间规划的健康城市规
划技术体系

研发健康智慧城市系统

学科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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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时代下的城乡规划学科总体建设，
需要在坚持以“空间的解决方案”( 包括
空间设计、空间分析和空间营造 ) 为核
心的基础上，充分对接交叉学科，推进
面向社会经济和人民群众需求、拥抱理
念和技术革新的学科发展，科学有效地
解决城乡人居环境发展中的现实问题。
考虑到空间尺度和分析技术，笔者拟构
建规划学科人才培养的 4 个象限，推进
匹配的知识体系建设，包括：①宏观总
体规划，对接地理学、测绘学等；②中
微观详细规划，对接建筑学等；③硬技
术，对接计算机科学、流行病学、统计
学等；④软科学，对接公共管理学、土
地经济学等。前两个象限对应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中的不同层级，分析重点从地
理空间格局到建筑排布，分别对接从地
理学到建筑学的不同学科，是学科空间
内核的进一步拓展和强化；后两个象限
则根据时代发展问题以及交叉学科提供
的技术可能性，进一步拓展可用于空间
规划的硬技术和软科学，增强空间规划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供更为多元和
高效便捷的解决方案。

总体而言，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城
乡规划学科的发展需要根据实际需求，
通过各类交叉学科的赋能，进行以空间
为核心研究对象的理论研究、规律认知
和方法研发，寻求在各空间尺度下，多
要素配置、设计和运营的最优解，形成
独立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人类生活更
美好和更可持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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