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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这些发生在健康人群身上的健身误区也是非常之多的。”

那么，年轻人、白领到底有什么途径获得准确的健身常识

呢？

“我们也知道年轻人进社区活动中心的次数少，所以采取

了很多更贴近年轻人的方式来宣传科学的健身知识。”王道说，

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健身科学加油站”，还可以收听喜

马拉雅的“上海体育”音频节目，观看“科学健身大讲堂”的

网络直播课……总之做个有心人，在运动之前先对自己的身体

做个诊断筛查，听从专业人士的建议，补齐短板，循序渐进，

量力而行。

王道直言不讳，“体医融合”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人才短缺。

上海体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雪强指出，“体医融合”

领域是多学科交叉领域，涉及康复治疗、物理治疗、运动康复、

运动与公共健康等专业，这些专业在国际上都被列为正式的国

家职业。但是到目前为止，康复治疗师、物理治疗师、运动康

复师等还未纳入中国的职业大典。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人才流

失量大。职业认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体医融合”发展的一个

重要因素。迫切需要人社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体育总局等部

门协调解决“体医融合”从业人员职业认定。

“另外一方面，运动处方库的建立是“体医融合”的关键

桥梁。建立和完善针对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身体状况的

运动处方库，尤其是青少年、妇女、老年人、慢性病人群等特

殊群体的精准个性化运动处方，可以发挥全民科学健身在健康

促进、慢性病预防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这就需要医疗机

构和医务人员能够开出运动处方，将医师与运动指导人员、医

疗机构与健身机构连接在一起，发挥‘1+1 大于 2’的作用。”

“体医融合”只是公共健康产业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突

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像一剂加速剂，推

动了国内健康教育产业、健康管理产业、健康养生产业、健康

养老产业、健康顾问产业、健康干预产业开始高速发展。

随着全民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提高免疫力已经成为全民

共识。从健康体检到健康管理，从健康运动到健康保障，未来，

中国人消费的“大件”可能不仅仅再是房子、车子，而是“运动”“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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