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 2021, 38(9) 921

www.jeom.org

潜心投入   关注儿童环境健康研究
周志俊1，陶芳标2，张蕴晖1

1.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 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32

2.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 / 出生人口健康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人口健康与
优生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 国家卫生健康委配子及生殖道异常研究重点实验室，安徽  合肥  230032

摘要 ：

“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 ” “ 儿童不是小大人 ” 体现了对儿童特殊性的认识和对儿童成长的重
视。生命早期（包括胚胎和婴幼儿时期）经历的各种不良因素，会影响胎儿以及后期生长发
育和疾病出现。出生队列，特别是孕早期开始建立的队列，提供了儿童环境健康研究最好的
纵向数据。非回顾性的数据采集，特别是生物样本的采集分析，对客观评价不同阶段的环境
暴露以及与后期健康指标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世界卫生组织非常重视这一问题，早在 20

世纪就提出了儿童环境健康指标，用于监测环境（变化）趋势以确定潜在的健康风险及变化
趋势、研究环境状况和健康结局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有国际视野，借助其他国家已经开展
的出生队列经验，除了保证数据质量和观察指标规范外，还要让各自的队列有特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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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on sayings like “children are the future of our world” and “children are not small 
adults” reflect our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health and growth of children 
as a special group. Various adverse factors experienced in early life (including embryonic stage 
and infancy) would affec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fetuses and infants, even associate with 
adulthood diseases. Birth cohorts, especially those start from the first trimester, can provide 
the best longitudinal data for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health research. Non-retrospective data 
collection, particularly the collection of biological samples, can provide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nvironmental exposure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health indicators 
in later stage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proposed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health 
indicators (CEHI) in the 20th century to monitor environmental (change) trends, to determine the 
potential health risks, and to evaluate underlying correlations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health 
outcomes. We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experience of birth cohorts conducted in other 
countries with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ensure the quality of data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observation indicators, and furthermore make each cohort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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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儿童环境健康
Special column: Children’s environmental health

虽然儿童环境健康（children’s environmental health，CEH）一词何时正式使
用，无从考证，但 CEH 已经成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 ”“ 儿
童不是小大人 ” 语句已经体现了对儿童特殊性的认识和对儿童成长的重视。儿
童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2016 年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 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2019 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
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以及《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都将儿
童健康列为重要内容。政策引领，必将推动儿童健康事业的发展。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 2021, 38(9)922

www.jeom.org

环境与健康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生命早
期（包括胚胎和婴幼儿时期）经历的各种不良因素
会导致胎儿生长发育发生适应性的改变，孕期、婴
幼儿期和青春发育期是主要的敏感暴露窗口期，此
阶段环境污染物暴露可以使发育重新编程且不可逆
转地持续下去［1］。这一 “ 健康与疾病发育起源 ” 学说

（developmental origin of health and disease，DOHaD）
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生命早期的重要性，“ 生命早期
1 000 天 ” 的概念也随之产生［2］。“ 生命早期 1 000 天 ”

是指从女性怀孕的胎儿期（280 d）到宝宝出生之后的
2 岁（720 d），这 1 000 d 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一个人
生长发育的 “ 机遇窗口期 ”，与胎儿的正常发育、幼儿
的体格和大脑发育、儿童的认知和学习能力、儿童的
免疫力、儿童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成人期的慢性病发
病率、成人期的社会能力和劳动生产力都有密切关系。

上述理论需要人群科学数据的支持。出生队列，
特别是孕早期开始建立的队列，提供了 CEH 研究最好
的纵向数据。非回顾性的数据采集，特别是生物样本
的采集分析，对提高数据质量，客观评价不同阶段的
环境暴露以及与后期健康指标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
值。总览全球，出生队列的研究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展
相当长一段时间［3］。当今中国，基于不同地区建立的
出生队列的研究报告遍地开花，由科技部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的支持的中国国家出生队列也已经建立［4］。

世界卫生组织非常重视 CEH 问题，早在 20 世纪
就提出了儿童环境健康指标（children’s environmental 

health indicators，CEHI），并组织培训、落实推广［5］。
儿童的环境健康指标包括环境信息和健康信息两方
面，重点关注儿童的特殊脆弱性。这些指标的应用有
助于我们监测环境（变化）趋势以确定潜在的健康风
险及变化趋势、研究环境状况和健康结局之间的潜在
联系，有利于我们基于数据共享最佳实践并衡量实现
既定目标的进度。这需要全球的协调，世界卫生组织
儿童环境健康合作研究中心以及不同国家组织的出
生队列都试图在环境和健康指标以及相关因素的随
访上达成共识，让其结果有可比性。

本期《环境与职业医学》以儿童环境健康为主题，
发表数篇论文。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人群，涵盖了不
同环境污染物，选择了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的健康效应
指标，反映了基于出生队列研究数据总结的广泛性和
复杂性。 从暴露来讲，至少反映了大环境的概念，既
涉及农药［6］、重金属［7-9］、邻苯二甲酸酯［10］、多溴联苯

醚［11］和 PM2.5
［12-13］，也涉及膳食因素［14］；从效应来讲，

既有正常的生长发育指标［10，14］，也有目前非常关注
的超重、肥胖［9，14］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8］等异常指标，
还有基于人群数据的机制探究［13，15］。

仔细分析，所发表的文章基于的队列都还随访时
间不长，文章的数据也只是局部的、非系统性的纵向
数据，对评价环境因素与儿童健康的关系还需继续深
入。DOHaD 理论的验证需要从出生到成年的长期随访
数据，我们要耐得住 “ 寂寞 ”，具有 “ 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 ” 的信念，齐心协力，动员各种力量，做
好已经建立的出生队列的定期随访工作。在出生队列
建立数年后再来纵向分析出生前暴露、出生后不同阶
段暴露对儿童甚至成年阶段健康的影响。

评价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是一项非常不易的工
作［16］。首先，我们要有大环境的概念，不局限于人群
可能接触的有害因素，也要包括营养、运动和社会支
持等诸多方面 ；其次，在评价环境污染与健康关系时
注意到混合暴露以及低水平暴露的问题，要充分利用
生物监测的优势，将环境政策、治理（如某化学物禁
用）的信息有机整合到人群暴露数据的收集中 ；最后，
我们要结合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特点，根据队列研究
所在地的实际状况，将队列随访与学龄前儿童保健、
学校卫生工作有效的整合起来，让环境与健康两面的
数据更为丰富、可靠。

数据质量、观察指标规范统一是儿童环境研究的
基础。中华预防医学会已经颁布了出生队列技术规范
的现场调查、长期随访和成员信息系统三部分的团体
标准，相信对推动国内出生队列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我们还需要有国际视野，借助其他国家已经开展的出
生队列经验，在保证我们的队列研究要总体规范、数
据可比的基础上，让各自的队列有特色之处，以便于
将来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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