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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One Health”理念提出的背景、发展历史的梳理，并结合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

公共卫生风险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等情况，探讨了“One Health”理念提出的内涵和当代价值。“One 
Health”理念包括人、动物与环境等三者之间的整体健康；其当代价值在于传播了一种“万物一体、万物

健康”的理念；主张建立一种包括人、动物和环境乃至整个生态系统在内的整体健康观；提出了跨学科、

跨专业共同合作，应对全球生态危机挑战的战略框架；力图推动公共卫生部门、兽医部门、环境管理部门

等相互协作，在“One Health”理念指导下共同应对现存的和新兴的医学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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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background, connotation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One 
Health”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risk of public health and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The concept covers the overall health for people, animals and the 
environment. Its contemporary value lies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idea of “all in one, health for all”. It advoca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view of overall health for humans, animals,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logical system. It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c framework of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in the face of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It promotes cooperation between public health departments, veterinary departments and 
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epartm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ne Health” concept, so as to jointly cope 
with existing and emerging challenges i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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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One Health”理念是随着近年来人畜共患病

等新型流行性传染病的不断增加而逐渐在西方兴

起的。该理念是一个针对人类、动物和生态环境

的各个方面健康的跨学科协作和交流的全球战略。

由于全球面临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为应对不

断出现的新型挑战，“One Health”理念已受到全

球的广泛关注，各个国家也纷纷展开该理念的相

关研究。如美国疾病防控中心建立了专门的“One 
Health”部门；瑞典建立了“One Health”网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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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One Health”的国际会议在澳大利亚墨尔本、

瑞士达沃斯、南非、泰国等国家或地区相继召开；

有关“One Health”的研究也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

校、爱荷华州立大学、爱丁堡大学、印度克拉拉

兽医科学大学等高校进行。中国高校从 2014 年开

始主办“One Health”研究国际论坛以及与国外大

学合作共建“One Health”联合研究中心，国内高

校开始引入“One Health”理念。较之于其他国家，

中国对该理念的关注相对较晚。

“One Health”理念为什么越来越受到国际社

会的关注？究竟什么是“One Health”？它的发展

脉络如何？“One Health”理念的推广和实施对解

决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人畜共患病、生态危机、环

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有何现实价值？这些问题

目前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本文选取公共卫

生领域中的这个独特概念“One Health”，结合这一

个概念的提出背景、发展历史、价值意义，进行综

合性交叉研究与反思，这对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实

现美丽中国梦将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One Health”理念提出的背景

1. 解决中国生态环境及公共卫生紧迫问题的

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高速度、高增

长和高排放等发展模式相伴而来的是资源短缺、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种种的严重后果。目前，

我国生态环境的状况是总体在恶化，局部在改善，

治理能力远远赶不上破坏速度，生态赤字逐渐扩

大。生态环境恶化表现为：水土流失越发严重、沙

化扩展迅速、草原退化加剧、环境污染愈加严重等。

在 2013 年，我国已大约有 17 个省市区（约 6 亿人）

遭受了大范围严重的雾霾天气，占国土面积的四

分之一。[1]

除了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外，我国的公共卫生

状况也不容乐观。近年来，SARS 疫情爆发、人感

染 H7N9 禽流感疫情以及近期央视报道的江浙沪儿

童尿液中含畜禽类抗生素等新发传染病和新的公

共健康问题不断涌现，对公共卫生的监督管理形

成严峻挑战。据统计目前全国有 500 万结核患者 , 

居世界第二，占全球患者总数四分之一；乙肝病毒

携带者高居世界第一；AIDS 病感染率以每年 3% 速

度上升，目前已达 100 万人。[2]防治传染病的工作

效果尚不理想 , 而慢性病非传染性疾病在全国又呈

上升趋势。此外，职业病、人畜共患病、食品安

全问题频发，这些都使我国公共卫生面临着严峻

的形势。但一直以来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各部门

也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

些问题之间联系密切，从而在解决问题时因缺乏

合作而收效甚微。

“One Health”理念作为一个致力于人、动物

和生态环境整体健康的新兴理念，恰恰是当前为

解决中国严峻的生态环境及公共卫生问题所必需

的。由于国人对人、动物、生态环境这三者关系

整体性认识的不足，环保、公共卫生观念意识淡

薄以及受利益驱动等因素，才造成了当前生态环

境及公共卫生面临种种危机。因此，通过引入和

传播“One Health”理念，来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认

识十分必要。

2. 国家发展战略与“One Health”理念契合

的需要

近 年 来， 我 国 有 两 大 发 展 战 略 与“One 
Health”理念相契合。

第一，可持续发展战略与“One Health”理念

的契合。可持续发展是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一个

新的发展观。它的提出是适应时代变迁、社会经

济发展需要的产物。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

会把“可持续发展” 作为全球共同的发展战略和

行动指南；[3]之后我国 《中国 21 世纪议程》（1994）

的批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2003）、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2012）正式

发布，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战略、政策

的高度予以重视。

可持续发展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

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它强

调人类在达到发展经济目的的同时，也要保护好

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这个战略所强

调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呼吁人

类与自然要和谐相处”正与“One Health”理念中

“人类、动物和自然环境的整体性”相契合。“One 
Health”理念的提出是为了万事万物的健康、为了

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个目标，也与我国所实

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不谋而合。

第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与“One Health”理

念的契合。本世纪以来，一些危及人类文明生存

与发展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问题迫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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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对传统文明观重新反思 , 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构

想。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

高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一

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十七大（2007）

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

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

式。”十八大（2012）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战略决策；十九大（2017）直接把生态文明建设

列入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

局之一体。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4] 的著名论断，由这些报告和言论可

知我国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视以及要改善生

态环境的迫切程度和决心。

生态文明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升华，它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该战略的提出是为

了应对工业化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是

为了人类的健康、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

“One Health”理念的诞生恰恰也是为了应对人、

动物与环境之间出现的公共卫生危机、食品安全

问题和环境问题，因此二者的实现目标一致。此外，

生态文明建设与农业、工业、环境科学、生态学

等各行业、各学科息息相关，要想加快生态保护

体制改革，实现建设美丽中国梦想，就需要各行

业、各部门共同合作以及加强各学科间的相互协

作。而“One Health”正是一个主张跨地区、跨部门、

跨学科（人类医学、动物医学、环境科学、野生

动物和公共健康等）相互合作来共同应对全球生

态危机、实现万物健康的一种新理念和新方法。

总之，推行可持续发展国策、建设生态文明、

实现美丽中国梦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生态全球化

背景下，及时放缓经济发展步伐、以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为目标而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而“One 
Health”理念也是在生态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的，

这正与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

相符合。因此，“One Health”理念与方法在中国

的传播和推广十分必要。

3. 人类医学、动物医学、健康科学和环境科

学等跨学科合作的需要

“One Health”理念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

传播并得到各个国家各界人士的认可是因为该理

念符合当前各国保护生态环境的需要。中国作为

世界的一部分，现在也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恶

化和公共卫生较差的危机。但在应对这些问题的

时候，许多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以及公民个人都

没有认识到人类、动物、环境乃至整个生态系统

的相关性和整体性。在解决问题时，各个国家、

各个部门以及不同学科之间依然相互孤立、缺乏

合作。如 1986 年在欧洲爆发的“疯牛病事件”、

2003 年在中国境内肆虐的“SARS 事件”、2017 年

欧洲出现的“氟虫腈毒鸡蛋事件”等，究其根源

不仅各地区、各部门缺乏合作，相关学科专业各

自独立研究、缺乏联系、协作意识低，可以说也

是不能很好解决上述公共危机事件的原因之一。

“One Health”理念的传入将会让人们认识到人、

动物、环境和生态系统等之间的联系，从根本上

转变人们以前的错误观念，进而为该理念及方法

的实施打下牢固的基础。

由此可见，“One Health”理念在我国的传播

仍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类医学

及动物医学的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但中国目前

不容乐观的环境污染及生态问题时刻警醒着政府

部门、专家学者等必须加快“One Health”理念的

研究、推广和实施。由于人类、动物和生态环境

三者之间的整体性，各学科间、部门间及地区间

的跨界合作十分必要。

综上可知，“One Health”理念的传入中国是

解决中国当前环境卫生危机的需要，是中国实施

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是人类

医学、动物医学、健康科学和环境科学等跨学科

合作的需要。

三、“One Health”理念的发展历史

21 世纪，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期。回顾

这一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

状况，可谓是越来越糟糕。随着人口剧增、全球

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环境污染加剧和食

品安全问题频发等，地球上的整个生态系统、生

态环境日趋恶化，这也客观上加剧了人畜共患病

的滋生和传播，从而严重威胁着人类和动物的健

康。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动物

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日益紧密。如 1986 年英国爆

发的疯牛病和 2003 年肆虐全球的禽流感病毒 [5]（甲

型流感病毒）等都是人畜共患病的一种。而 2017
年欧洲出现“氟虫腈毒鸡蛋”风波，则是由于氟

“One Health”理念的提出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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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腈被不恰当地用于养鸡场的清洁物品中，造成

鸡蛋“非目标伤害”而被检出含有氟虫腈成为“毒

鸡蛋”。由此可见，人类、动物和环境三者是互联

互动的一个整体。

在此背景下，近几年“One Health”理念也

越发受到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作为一个现代

术语，“One Health”——是一个新的并涉及了多

种学科、跨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理念，也是一个为

了人类、动物和环境等各方面的健康而推动各学

科间合作与交流的全球战略。它致力于结合人类

医学、动物医学和环境科学以改善人类和动物的

生存及生活质量，从而为人类、动物和生态系统

寻求最佳健康。此理念意味着人不是孤立存在的，

而是现存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这里一个成员的

活动将会影响到其他成员。[6]

“One Health”虽然是一个新名词，但这一概

念和理念很早就存在了。人们早已意识到环境因

素可以影响人类健康，医药之父希波克拉底曾将

“空气、水、土地”记载为可以影响人们健康的环

境因素；[7] 德国病理学家鲁道夫·维尔肖（Rudolf 
Virchow）首次提出“人兽共患病”一词，并指出

人类医学和动物医学之间没有、也本不应该有明

显界限。[8] 杰姆斯·斯蒂尔（James H. Steele）在

CDC（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创立了兽医公共卫生

部门，随后该部门的兽医公共卫生原则被世界各

地的其它国家所引入；[8]兽医学博士加尔文·施瓦

布（Calvin Schwabe）创造了术语“One Medicine”

（现在称作 One Health），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

维斯分校兽医学院流行病学和预防医学系的创始

人；[8]2003 年 4 月 7 日，华盛顿邮报的里克·卫斯

（Rick Weiss）引用了兽医博士威廉·卡瑞（William 
Karesh）的话“人类和家禽或者野生动物的健康

再也不能分开谈论了，世界上只有“One Health”，

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需要我们各个学科的工作人

员共同努力，在不同层次为解决问题做出贡献。”[9]

在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学召开了题为“在一个全球

化的世界建立通往健康的跨学科桥梁”会议，建

立了“曼哈顿原则（Manhattan Principles）”，形成

了“One Health, One World”理念的基础；[8]2009
年 3 月，加拿大公共卫生署食物传染、环境和人

畜共患传染病中心举办了一个“One World, One 
Health” 的 专 家 咨 询 会， 重 要 建 议“One World, 

One Health”得到扩展；“One Health”部门在 CDC

建立。[8] 接下来欧盟、美国、非洲、澳大利亚等

国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如 OIE、WHO 及 FAO 等纷纷

举办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探讨了“One Health”理念、

行动计划、战略和问题。

在“One Health”理念的普及传播大潮中，中

国也在积极跟进“One Health”的发展步伐。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如丁小满、陆家海、王安

娜等）也开始运用该理念进行兽医、环境、人畜

共患病、传染病、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研究。2013 年，

以“One Health”理念为基础的“一健康基金”[10]

在复旦大学设立；2014 年，中山大学成功举办了中

国首届“One Health”研究国际论坛；[11]同年，南

京农业大学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One Health”

理念的最早倡导者之一）签署了“共建 One Health
联合研究中心合作协议”，[12]共建高水平合作平台、

深入开展“One Health”相关研究。

总之，国外对“One Health”理念的研究已有

相当长的时间，并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专家学

者的关注。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

论是政府机构还是国际组织，“One Health”理念

在各国和各组织的合作努力下不断得到推广和实

施，并在疾病防控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

四、“One Health” 理念的内涵

什 么 是“One Health” 呢？ 按 美 国 医 学 会 给

的 定 义，“One Health is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 of 
multiple disciplines-working locally ,nationally and 
globally -to attain optimal health for people, animals 
and our environment.（同一健康是地区、国家和全

球多学科的协同合作，以实现人类、动物和环境

的最佳健康状况。）”[13] 它是指针对人类、动物和

环境卫生保健的各个方面的一个跨学科协作和交

流的全球拓展战略。到目前为止，国内关于“One 
Health”的翻译和解释众多，众说纷纭。如“惟一

健康”、“同一个健康”、“同一健康”、“一健康”、“全

球健康”、“一体化健康”、“大健康”等等。究竟

该如何翻译和界定“One Health”呢？

“One Health”理念若要在中国大范围地推广

传播，给它确定一个合适的汉译名称非常必要。

虽然目前有一些“One Health”术语的汉译版本出

现，但这些版本中并无一个得到大范围地使用并

用来推广“One Health”理念，可见这些译文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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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程度上有一定的不适应性。此外，这些汉译版

本大多并非出自专业的科技术语翻译工作者之手，

而多出自于兽医学、医学、公共卫生学等相关专

业的学者们。他们在翻译时可能专业知识有余而

翻译知识与技巧相对不足。因此，本文根据英文

的原意并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今的生态、环

境问题，把“One Health”翻译为“万健康”。

无论是从语言、文化和生态的多种维度，把

“One Health”翻译为“万健康”都比较贴切、合适。

将“One”翻译为“万”。从语言形式上看，译文

保持了原术语语言简明的特点，同时，英文“One”

的中文谐音与汉字“万”的发音也非常相似。“One 
Health”中的“One”是指人类、动物和生态环境

这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一整体内容多、范围广，

包含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从生态维度上讲，“One 
Health”理念就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万事万物间的

互联性和整体性从而加强学科间的合作，进而达

到整体性的健康。“One Heath”译为“万健康”与

“World Wide Web（WWW）”译为“万维网”有异

曲同工之妙，不仅简洁、明了、意义深远，读起

来也朗朗上口。

五、“One Health” 理念提出的当代价值

1. 传播了一种“万物一体、万物健康”的理念

“One Health”的提出，传播了一种万物一体、

万物健康的新理念。在过去，由于人类认知水平

限制、生态环境恶化程度较轻以及相关科学知识

的不发达，对于人类的健康、动物的健康和环境

的健康问题，人们只是单一地、孤立地看待这些

问题的产生原因并寻求解决办法。但随着全球气

候变化、人口流动增加及国际贸易、旅游业的发

展，新发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和环境问题愈加复杂，

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环境健康等诸方面都构

成了严重威胁。过去的旧的观念、认识、方法已

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One 
Health”传播的万物一体、万物健康的新理念恰恰

为解决目前的难题提供了解决路径。

2. 建立一种包括人、动物、环境及整个生态

系统在内的整体健康观

“One Health”理念的提出和传播，提醒人们

需要转变过去单一、孤立的健康观，经济全球化、

旅游业的发展、人口增加及环境变化（包括农业

集约化、气候变化、人类入侵野生动物栖息地等）

又客观上加剧了生态危机的爆发、人兽共患病的

传播，这不仅对人类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也

会危害食品安全以及畜牧业的发展，影响畜产品

的质量与安全，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人、动物

和环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控制人兽共患病问题

显得比以往更复杂，更棘手。因此，“One Health”

理念的诞生，呼吁建立一种包括人、动物和环境

乃至整个生态系统在内的整体健康观，只有用整

体、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才能克服解决生态、环

境和公共卫生问题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

3. 提出了跨学科、跨专业共同合作、迎接全

球生态危机挑战的战略框架

当前，在禽流感、西尼罗河热等人兽共患病

造成空前威胁的形势下，我们更需要打破陈旧观

念，鼓励并支持跨学科、跨部门、跨领域间建立

信任，共同合作以应对严重危害食品安全和人类

健康的传染性疾病，力图改善人和动物的生存、

生活质量，以达到各自的最佳健康状态。“One 
Health” 的 理 念 和 方 法 已 经 被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和世界卫生组

织（WHO）等国际组织以及部分国家机构和跨学

科专业团体看作疫病预防控制策略的主要构成要

素。此外，“One Health”在食品安全方面的作用

也颇为重要。许多人兽共患病、兽药抗生素残留

可通过食物链传播，而多数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是由于食物链中涉及的各部门，即农业部门、动

物部门、食品安全部门、公共卫生部门之间缺乏

合作所致。

4. 推动部门协作、指导应对现存的和新兴的

医学挑战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动物卫生和兽医公共卫

生问题依然严峻，新发和复发动物疫病、人畜共

患病不断出现。超过 60% 的人类新发传染病的病

原来自于动物，其中 75% 来自野生动物，[14] 还有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愈来愈严重的“抗生素污染”

问题，这些不断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没有任何一

个部门有能力来独立应对。只有通过跨国家、跨

地区、跨领域的协作，综合人医、兽医学和环境

科学等部门研究力量来共同应对新发传染病、抗

生素污染的威胁，而“One Health”理念的出现则

能积极应对这些新兴的医学挑战。首先各个国家

应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制定应对这些问题的“One 

“One Health”理念的提出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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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战略框架；公共卫生及动物卫生部门应该

用“One Health”方法，通过联合行动、计算机网

络交流及多学科研究成立联合监测组，在动物疫

病、兽药残留、人畜共患病防控中建立合作关系；

在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开设人类医学和兽医专业

人员的联合培养课程；为控制如禽流感之类的传

染病而成立跨部门合作委员会，如人畜共患病委

员会，在较高水平上开展跨部门合作会议；支持卫

生部、畜牧养殖部门及兽医部门在疫情爆发调查、

现场流行病学培训和信息共享方面加强合作。推

动公共卫生部门、兽医部门、环境管理部门之间

相互合作，在“One Health”理念指导下共同应对

现存的和新兴的医学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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