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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公共健康视角下的绿色基础设施 GREEN INFRASTRUCTURE FROM 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

摘    要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社区建成环境对健康城市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重点聚焦城市社区

环境、空间布局设计、行人交通以及体力活动等关键领域，系统分析来自Google Scholar和Web of Science
数据库的1 299篇文献，借助CiteSpace 6软件和Connected papers平台，深入探讨社区建成环境与健康城市

福祉之间的相互关系。综合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和德尔菲（Delphi Method）专家咨询

法，构建以健康城市为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综合评价模型，该模型综合考量了交通系统的可达性、生态与

可持续性、健康促进设施、空间设计以及土地利用等多个关键维度。以上海市杨浦路3061弄、番瓜弄、新

福康里三个社区建成环境现状调研分析结果和评价模型权重，系统分析影响机制并据此探索针对性的面上

优化策略。研究结果强调了跨学科合作的必要性，旨在为城市更新实践和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坚实的

科学基础，进而推动健康友好型社区环境的构建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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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ongoing glob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impact of the community-built environment on healthy 

cities is increasingly gaining attention.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1 299 documents from the Google Scholar and Web 

of Science databases, using the CiteSpace6 software and the Connected Papers platform to delve into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community-built environment and the well-being of healthy citie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critical areas such as the 

urban community environment, spatial layout design, pedestrian traffic, and physical activity. The study employs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the Delphi Method for expert consultation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of 

the community-built environment oriented towards healthy cities. This model considers various critical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ecology and sustainability, health promotion facilities, spatial design, and land use. 

Based on the statu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three communities in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3061 Yangpu Road, Fan Guan 

Nong, and Xinfu Kangli, the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s. It explores a series of targeted optimi-

za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ly. The research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to provide a solid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urban renewal practices and formulating government public policies,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ealth-friendly community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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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城乡人

居环境整治的目标。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社区建成环境对居民健康城

市的影响正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近年来，提升城乡绿化水平和实施

精准管理策略，已经成为多地多部门改善人居环境的重点任务 [1]。城

市化进程的加速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环境问题的挑战，

尤其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不足加剧了居民的

健康风险。

本研究深入探讨社区建成环境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影响，旨在揭

示环境因素与健康城市的关联，并针对城市居民这一特定群体，制定

出切实可行的优化策略。通过这一研究，期望能够为改善城乡人居环

境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指导，进而促进居民健康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社区建成环境，涵盖了建筑、绿地、交通和公共空间等多个方

面，对居民的身体活动、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具有深远的影响。既

往研究表明，优质的社区环境设计能有效提升居民的身体活动频

率，减少慢性疾病的发生，而环境质量与安全性的不足则可能对健

康产生负面影响。本研究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社

区建成环境的现状进行评估，识别关键健康问题，并据此为健康人

居环境发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基于科学证据的建议，以期构建

支持居民健康的社区环境。

1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1.1 健康城市研究

自20世纪初医学的进步重塑了健康概念，健康已被定义为一

个包含身体、心理、社会和道德福祉的全面概念 [2]。世界卫生组织

（WHO）的这一理念进一步深化了该领域对个体和群体健康的全面关

注，其目标是通过解决健康不平等问题来提升社会群体的整体健康

水平 [3]。健康城市领域超越了传统医学的范畴，广泛涉及社会资源

分配、医疗卫生服务、环境卫生等多个方面，更加侧重于群体性、

社会性和预防性措施。

在新时代“双碳”战略实施背景下，城市规划与健康理念的融合

成为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内容之一 [4]。中国城市规划领域曾忽

视健康城市与公共健康，导致环境污染和身体活动减少等挑战。当

前，结合公共健康与双碳理念，通过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构建

健康、可持续的城市空间，已成为新趋势。健康城市研究在此过程

中，不仅关注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也深入考量环境的可持续性，

体现了对健康和生态平衡的全面追求 [5]。

1.2 建成环境研究

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是由人类活动形成的物理空间，包括

建筑物、公共设施、交通系统以及政策和行为可塑的自然环境。其由

土地利用、交通组织、空间设计等多维度要素构成 [6-7]。建成环境对

人群健康的影响机制极为复杂，受社会经济结构、文化习俗、个人行

为模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8]。在国际研究领域，北美、欧洲和澳大利

亚等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活动、社会互动、食品消费与供应链

等维度 [9]。

研究利用Google Scholar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采纳

Hijazi等 [10-11]提出的多源数据整合方法论，在健康城市导向下针对建成

环境对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实施了文献网络分

析。该分析揭示了近10年来建成环境与健康城市领域的研究受到持续

且显著的关注，并呈现出明显的连续性发展态势（图1）。

研究发现，通过高引用核心文献的网络分析，2014至2019年间，

图1   建成环境与健康城市研究领域核心文献网络分析
Fig. 1   Core literature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field of built environment and healthy city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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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研究集中于利用绿色基础设施减轻城市

热岛效应和探讨城市绿地与环境正义的关

联。进入2019年以后，随着全球公众健康意

识的增强，国际研究趋势转向更加关注社区

绿色空间的优化以及健康城市与公共健康政

策的制定与评估 [12]。

1.3 社区建成环境与健康城市福祉之间的相

互关系

社区建成环境与健康城市福祉之间存

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通过优化社区建成环

境，可以促进健康城市的发展，提高居民的

整体健康水平。同时，健康城市理念的实施

也为社区建成环境的规划和设计提供了指导

和动力。

1.3.1社区建成环境对健康城市福祉的影响

社区建成环境是城市设计和规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涵盖了城市和建筑设计、土地

利用、交通运输以及基础支持设施等多个维

度。这些要素不仅塑造了居民的日常生活空

间，而且直接关系到居民的身体活动水平、

饮食习惯以及心理健康。具体来说，社区的

可步行性、服务设施和娱乐场所的可达性，

以及公共开放空间的可用性，均与居民的身

体活动量呈正相关。此外，健康食品的可得

性和食品供应场所的便利性，对居民的饮食

选择和饮食习惯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健康食

品供应的充足性与居民饮食的健康状况密切

相关。社区建成环境还对居民的社会健康产

生深远影响，包括邻里关系的紧密度和社会

空间的布局，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居民的生

理健康和心理福祉。然而，尽管社区建成环

境对居民社会健康的潜在影响已被广泛认可，

但其具体的作用机制和影响路径仍需进一步

研究以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1.3.2健康城市理念对社区建成环境的塑造

健康城市理念倡导通过物质和社会环

境的双重优化，促进健康社区的全面发展。

这一理念强调对弱势社区进行资源的适度倾

斜，以激发社区集体效能，减少社区间健康

差距，并提升整体居民健康水平 [13]。在规划

和设计社区建成环境时，理念倡导识别和

考虑健康风险，通过空间布局的合理化来

优化建成环境，从而提升公共健康。此外，

从景感生态学的角度出发，健康社区的构建

不仅关注于满足当前的健康需求，更着眼于

通过调控社区健康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

实现社区和人群的健康及可持续发展的长远

目标。这种视角强调了社区环境与居民福祉

之间的互动性和动态平衡，为社区建成环境

的规划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理论支撑。

综合以上两点关系可见，社区建成环境

与健康城市福祉之间的关系是多维度和相互

依存的。社区建成环境的设计和规划不仅反

映了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习俗，也受到居民

行为模式的影响。反过来，一个健康的城市

环境又能通过提供健康促进的物理条件和社

会支持，影响居民的健康行为和生活质量。

2 研究思路与数据收集

2.1 研究思路

研究应用综合性研究方法，旨在全面而

深入地理解健康城市与社区建成环境之间的

关系。研究方法融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手段，

并通过系统性的文献综述确立研究的理论基

础。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框架，明确研究的

关键概念和变量。研究利用CiteSpace6软件及

Connected papers文献分析平台针对国际高引用

核心文献进行分析，进一步明确国际研究的

焦点并获取健康城市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评

价模型的关键要素。

研究基于理论和文献综述的结果，运用

跨学科的视角设计调查问卷，并借助层次分

析法与德尔菲专家调查法来收集专家意见及

评估。通过反馈修改、数理统计以及聚类分

析等方法，对初始指标进行精细化处理，最

终形成一套既科学又实用的社区建成环境评

价指标体系，为后续的实证分析和策略制定

提供了科学依据。

2.2 数据收集与来源

研究采用文献荟萃分析法（Meta-analysis）

收集文献数据，以确保研究的严谨性和结

果的有效性 [14]。通过在Google Scholar和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使用“Built environment”

和“Health city”作为关键词，并限定文献类型

为“article”，收集了2014至2024年的高引用核

心论文，筛选出1 299篇与研究领域密切相

关的文献。这些文献随后被导入CiteSpace 6

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线图谱绘制，揭示了建成

环境与健康城市领域的研究热点和趋势，为

学术探讨提供了可视化视角。同时，基于检

索数据和专家座谈收集的意见，构建了一个

综合评价模型，旨在全面评估社区建成环

境对健康城市的影响，为城市更新和政策

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3 健康城市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综合评价

健康城市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综合评价

是一个复杂问题，需采用问题助推的跨学科

视角来审视。为此，研究需建构健康城市导

向的社区建成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理

统计分析方法来深度揭示城市社区建成环境

的健康城市影响机制，其评价结果对于当前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市更新之社区更

新实践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5]。同时，紧

密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对社区建成环境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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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城市的实证研究进行积极的发展与持续

的补充，由发现研究尝试向实施研究阶段延

伸，形成可实施、可落地的成果，进而推动

形成公共政策制定层面的应用型成果。

3.1 评价指标选取

研究利用CiteSpace 6软件对1 299篇与研究

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图2）。

通过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识别出16个核心

关键词，包括建成环境、城市、公共健康、

土地利用、社区、邻里、体力活动、交通、

步行、可达性、可持续性发展、静态交通、

协同、优势、健康设施、植物多样性。再

经过严格的筛选过程，提炼出核心关键词，

并将其转化为评价体系的指标要素（表1）。

这一过程旨在确立健康城市导向下社区建成

环境评价体系的指标层要素与准则层类别。

为保证所选指标的科学性和代表性，研究

团队广泛征询了城市规划、公共卫生、交通

工程等领域专家学者的意见，筛选出既与健

康城市理念相符又在实证研究中显示出高度

代表性的评价指标。进一步构建了评价体

系模型（图3），旨在量化分析各影响因素对

社区建成环境评价的贡献度，进而为城市

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制定和社区规划提供实

证支持。

3.2 确定指标权重

研究应用层次分析法明确各层次要素之

间的差异，并使用相应度量进行比较，旨在

建立一个比较判断矩阵，从而减少各属性

因子之间对比的难点，提高准确性。为了更

准确地比较各因子区间的差异，引入Saaty标

度，并得到一个量化的判别矩阵 [16]。

此次研究建立了一个包含三个层次的评

价指标体系（A、B、C），对每个层次进行了

权重分配。从第二层开始，采用成对比较

的方式，将每个要素与上一层的关联要素进

行相互比较，直至最底层，并运用1-9标度

法进行赋值。在计算各个影响因子的权重

时，采用专家打分法进行评估，共10位专家

参与打分。这种量化的方法有助于避免主观

性和随意性对决策结果的影响，使决策结果

更具客观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基于以上步

骤，构建5个判断矩阵以综合评估健康城市

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 [16]。

根据评估结果，得出本层各要素对上一

层某一要素的相对重要性权重，并通过权重

传递方法计算各指标因子对目标层的综合权

重值。利用YAAHP软件获取各个判断矩阵的

最大特征值λmax及对应的特征向量；然后将

元素单层排序权重与对应的上层元素单排序

权重相乘，获取该指标总排序权重值。需要

注意的是，采用专家打分法进行指标权重判

断存在一定主观性。为避免主观判断造成的

前后矛盾，需进行一致性检验，以确定特征

表1   关键词与评价体系要素匹配表
Tab. 1   Keywords and evaluation system elements matching table

关键词
Keywords

指标层要素
Indicator layer elements

准则层
Criterion layer

交通、可达性 车行网络连通性

区域交通系统可达性步行 非机动交通组织

静态交通 静态交通资源配置

健康设施、可达性 健康设施可达性
健康促进设施可及性

体力活动、社区 体力活动环境

可持续性发展、植物多样性
绿地空间比例

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绿化布局均衡性

植物多样性 植物种类与数量

建成环境、城市 空间规划合理性 空间规划设计与土地

利用情况土地利用、社区 土地利用混合度

图2   关键词共线图谱                                      
Fig. 2   Keywords collocation network ma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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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量的一致性程度，从而确保层次单排序的准确性。为此，先要计算

出一致性指标（Consistency Index，CI），见公式（1），并获取一致性比率

（Consistency Ratio，CR）[16]，见公式（2）。

                                                                       （1）

                          
  
                                                      （2）

式中，n为判断矩阵的阶数，同时必须满足0≤CI≤0.1且CR＜0.1

以获取相对满意一致性且矩阵数据一致，其中CI＞0.1时，判断矩阵

一致性检验不通过 [16]。当n＞2时，为了准确反映CI的大小，可采用

随机一致性指标（Random consistency indicators，RI）（表2）。

3.3 评价模型建构与分析

在通过一致性检测之后，最终获取的各评价因子权重如表3所

示。在健康城市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评估中，权重分配揭示了不同

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在准则层中，权重分配为区域交通系统可达性

（0.5965）>健康促进设施可及性（0.2075）>生态环境可持续性（0.1244）>

空间规划设计与土地利用情况（0.0716），可见区域交通系统的可达性

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17]。综合准则层权重与指标层权重设置可得，交通

系统可达性与健康设施可及性两大准则层中的车行网络连通性（指标

权重0.5143）、健康设施可及性（指标权重0.7716）两个指标为最重要

指标。这些结果强调了在规划和评估过程中，应特别重视交通系统的

优化以及健康服务设施的可达性。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地促进

居民的体力活动、减少环境污染、提高交通安全，并最终构建一个

健康、便捷、可持续的社区环境。

同时，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中的绿地空间比例（权重0.0791）和绿

化布局均衡性（权重0.0185）也显示了增加社区绿地和优化绿化布局

对于改善空气质量、提供休闲空间、促进居民身心健康的积极作用。

因此，在进行社区规划时，相关部门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以实现健

康城市建设成效最大化的目标。

3.4 基于评价权重的社区建成环境实证分析

上海市的社区建成环境不仅在地方层面上具有示范作用，更在全

国范围内展现出其引领性。研究选取上海市三个典型性且具有相异时

空背景的社区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图4），这些社区的选取基于其在长

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社区建成环境中的代表性和示范性。研究所选取的

三个社区的建成环境具有独特的地理、经济、社会和文化特征，能够

反映出不同类型社区的普遍问题和需求。

研究旨在依据构建的综合性评估框架及所确定的指标权重，对

上海市的这三个代表性社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基础在于对社区实地

情况的深入调研，通过卫星影像、现场摄影以及实地测量等多维度

数据采集手段，获取各指标的详尽数据。随后，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的评估方法，综合专家意见对各指标进行评分，并赋予相应的等级

分值。

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三个社区建成环境案例进行了深入的定

量分析。评分过程严格遵循学术规范，评价数据采集过程邀请同济大

学社区建成环境领域的5位资深专家，以及来自风景园林学、建筑学

和城乡规划学等学科的15位博士、硕士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分以确保数

表2   随机一致性指标
Tab. 2   Random consistency indicators

矩阵阶数
Order of a matrix

随机一致性指标
Random consistency indicators

1 0.00

2 0.00

3 0.52

4 0.89

5 1.12

6 1.26

7 1.36

8 1.41

9 1.46

图3   评价体系模型
Fig. 3   Evaluation framework mod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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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源的真实可靠性，最终评分情况汇总于

表4。

通过定量分析方法对上海市三个具有代

表性的社区建成环境进行综合评估。研究结

果显示，新福康里社区以79.32%的综合指数

位居首位，表现出优良的建成环境质量。而

杨树浦路3061弄和番瓜弄的综合指数分别为

58.47%和54.13%，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

明这两个社区的建成环境亦具备一定的优

势。具体分析如下：

表3   健康城市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综合评价模型与权重设置
Tab. 3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odel for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oriented towards public health

目标层A
Objective level A

准则层B
Criterion layer B

准则层权重
Weights of the criterion 

layer

指标层C
Indicator layer C

指标层描述
Description of the indicator layer

指标层权重
Weights of the indicator layer

健康城市导向的社区

建成环境评价A

区域交通系统可

达性B1 0.5965

车行网络连通性C1 车行道网络的连通性及效率 0.5143

非机动交通组织C2 人行道与自行车道覆盖率 0.3672

静态交通资源配置C3 停车位供给率 0.1185

健康促进设施可

及性B2 0.2075
健康设施可达性C4 健康设施服务半径 0.7716

体力活动环境C5 体力活动场所数量 0.2284

生态环境可持续

性B3 0.1244

绿地空间比例C6 绿地面积占社区总面积的比例 0.6359

绿化布局均衡性C7 绿化的空间分布和形态 0.1487

植物种类与数量C8 植物种类指数 0.2154

空间规划设计与

土地利用情况B4 0.0716
空间规划合理性C9 空间规划的合理性和美观性 0.8017

土地利用混合度C10 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 0.1983

（1）区域交通系统可达性。三个社区

典型调研案例点的综合评价分值排名由高

到低依次为：新福康里（2.6928分）、番瓜

弄（1.9480分）、杨树浦路3061弄（1.5705分）。

新福康里的车行网络连通性最佳，非机动

交通组织最完善，静态交通资源配置也较丰

富，各项得分均为最高，为其在最终的总排

名中占据第一的水平奠定了基础；相反，需

注意的是，虽然三个社区在交通可达性方面

整体无严重问题，但仍存在非机动车交通拥

堵和停车管理等潜在问题，尤其是杨树浦路

3061弄和番瓜弄两个社区，这些问题可能会

影响居民的出行体验。

（2）健康促进设施可及性。三个社区典

型调研案例点的综合评价分值排名由高到低

依次为：杨树浦路3061弄（0.8300分）、新福

康里（0.4624分）、番瓜弄（0.2549分）。其中，

杨树浦路3061弄中的健康促进设施种类最齐

全，覆盖率最广；反观另外两个社区环境，

均面临设施维护差、健康设施老旧、超出社

图4   社区建成环境案例实景现状
Fig. 4   Current Real-Scene Status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Case Studi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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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民5 min居住活动圈等方面的挑战，一定

程度限制其对居民健康促进效果最大化。

（3）生态环境可持续性。三个社区典型

调研案例点的综合评价分值排名由高到低依

次为：新福康里（0.5244分）、番瓜弄（0.3464

分）、杨树浦路3061弄（0.2941分）。其中，新

福康里中绿地空间比例与绿化布局均衡性均

形成了最突出的效果，同时，在三个社区环

境中，新福康里的植物种类与数量也最佳；

三个社区存在未关注生态多样性的保护且物

种相对单一，没有切实的环境教育推广举措

以进一步提升其生态价值。

（4）空间规划设计与土地利用情况。三

个社区典型调研案例点的综合评价分值排名

由高到低依次为：新福康里（0.2864分）、杨

树浦路3061弄（0.2290分）、番瓜弄（0.1574

分）。其中，新福康里的空间规划较合理且

土地利用混合度与杨树浦路3061弄情况一

表4   社区建成环境调研案例综合评价
Tab. 4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community built environment research cases

指标层
Indicator layer

总权重
Total weight

杨树浦路3061弄
Lane 3061, Yangshupu Rd.

番瓜弄
Fanguan Alley

新福康里
Xinfukangli Lane

车行网络连通性 0.3068 3 4 5

非机动交通组织 0.2190 2 2 4

静态交通资源配置 0.07070 3 4 4

区域交通系统可达性 1.5705 1.9480 2.6928

健康设施可达性 0.1601 4 1 2

体力活动环境 0.0474 4 2 3

健康促进设施可及性 0.8300 0.2549 0.4624

绿地空间比例 0.0791 2 3 4

绿化布局均衡性 0.0185 3 3 4

植物种类与数量 0.0268 3 2 5

生态环境可持续性 0.2941 0.3464 0.5244

空间规划合理性 0.0574 3 2 4

土地利用混合度 0.0142 4 3 4

空间规划设计与土地利用

情况
0.2290 0.1574 0.2864

合计 2.9236 2.7067 3.966

综合指数/% 58.47 54.13 79.32

致，但三个社区仍需进一步分析土地利用效

率和居民活动空间的优化以确保空间资源的

最大化利用。

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在社区建成环境中

的举措优势城市，筛选三个分布不同时空层

次区块的社区案例，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目

前健康城市背景下长三角地区社区环境的建

设现状并呈现以下特点：社区规划高度重视

环境的交通便利性和系统性，为居民提供了

高效的交通网络；社区注重健康促进设施的

建设，致力于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

平；社区围绕生态可持续发展原则，布置绿

色空间，推动了社区环境的健康发展。

然而，社区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如杨树浦路3061弄在静态交通资源配置上

存在不足，番瓜弄社区在健康促进设施的可

达性方面得分较低，表明在提供便捷医疗

和健康服务方面有待改善。同时，尽管三个

社区均重视绿色空间建设，但在生态环境

可持续性方面仍需实现现代化的均衡布局。

在宏观管理层面，规划对土地利用情况的关

注可能超过了对空间规划合理性的关注，导

致社区环境在规划合理性和设计性方面存

在不足。

4 健康城市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影响机制

与优化策略

研究以健康城市为出发点，对社区建成

环境的评价体系及其优化策略进行了深入的

学术探讨。通过系统梳理高引用度的文献资

料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成果，针对社区建成

环境对健康城市影响的多维度效应进行了详

尽的解析。在汇集专家意见的基础上，采用

德尔菲法和数理统计技术对指标进行科学

的分类与权重分配，研究构建了一个符合中

国国情的社区建成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并

基于权重分配结果对上海市的三个具有代表

性的社区建成环境进行了实证分析，旨在揭

示其在健康城市领域的实际效能和潜在的改

进空间。

健康城市导向的社区建成环境影响机制

与优化策略的研究领域本身具有复杂性。该

领域的深入探索不仅需要跨学科专家的共同

努力，还需要对社区建成环境影响的复杂性

与人居环境的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当

前研究迫切需要揭示社区建成环境对健康城

市的多维影响机制，并从多学科视角提出创

新性的优化策略，旨在为城市规划与政策制

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基于对上海市三个社区建成环境与健康

城市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提出了一套旨在

全面提升社区对健康城市贡献的综合性优化

策略。这些策略不仅涵盖了交通网络、绿地

系统和健康促进设施的关键领域，而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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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强调了跨学科合作与社区参与的重要性，

以确保所提出策略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持

续性。

（1）交通系统优化。通过重新规划和设

计道路网络，增强车行道的连通性，同时增

设自行车道和人行道，提高非机动交通方式

的便利性和安全性。例如，详细划分车行道

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开辟步行道休憩驿

站和自行车租赁站点，鼓励短途绿色出行。

此举旨在减少交通拥堵、降低环境污染、提

升交通安全，并鼓励居民增加体力活动，从

而对健康城市产生积极影响。

（2）绿地系统规划。扩大社区内的绿地

面积，优化绿化布局，以提高生态功能和生

物多样性。例如，在社区中安置居民可参与

的“一米花园、菜园”，实施屋顶绿化与垂直

绿化项目以改善热岛效应并提供额外绿色空

间，增加的绿地不仅能够改善空气质量，提

供休闲和社交空间，还能增强生态系统的稳

定性，对居民的身心健康产生正面影响。

（3）健康促进设施布局。合理规划体育

设施、公园和步行道等健康促进设施的地理

分布，确保居民能方便获取健康服务和进行

体力活动。例如，在社区5–15 min活动范围内

布置整体性的小型健身园区并配备基础健身

器材，同时与当地社区医疗机构合作，定期

举办健康教育讲座、布置健康检测驿站。这

些设施旨在鼓励居民积极参与体育活动，从

而提高整个社区的健康水平。

（4）社区参与深化。通过组织社区会

议、发放问卷和开展焦点小组讨论等手段，

积极收集居民的反馈和建议，建立社区志

愿者团队，参与社区环境改善与健康促进

活动，提高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最终

确保优化策略能够切实满足社区的实际需

求，并得到居民的广泛支持和参与。

5 结语

在经历了中国城市近年来所面临的环境

与健康挑战后，本研究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针对国内在建成环境与健康城市关系研究领

域的知识空缺，提出了健康城市导向的社区

建成环境评价模型，并据此发展相应的优化

策略。不仅回应了从城市管理层面到居民个

体对健康生活环境的迫切需求，更为人居环

境空间规划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决策支

持，旨在促进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与居民的

健康福祉。未来将继续深化相关研究，进一

步探索建成环境对健康城市的长期影响，以

及如何通过城市规划实践来应对这些影响，

从而为构建健康友好型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更加丰富的学术支撑和实践指导。

注：图4中静安新福康里、番瓜弄社区建成环境照

片源自https://m.sohu.com，杨浦树路3061弄社区建成环

境照片源自http://m.ke.com，其余图表由作者自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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