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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渊built environment冤涵盖了人类创造或改造的所

有结构和设施袁其中包括城市设计尧土地利用尧交通系统和物

理环境中的人类活动模式咱1-2暂遥 环境与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袁
建成环境规划是引起健康的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咱3暂遥学界普

遍认为袁建成环境与健康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咱4暂遥 1988 年袁世界

卫生组织渊WHO冤提出了野健康城市计划冶袁意在呼吁城市规划

和公共健康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共同规划出对公众健康和幸

福感有积极作用的场所袁 进而提升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咱5暂遥
2003 年袁国际科学技术联合会提议袁为改善公共健康袁各国应

积极优化建成环境咱6暂遥 格拉斯哥人口健康中心对 65 份有代表

性的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共组袁 揭示了优质建成环境与良好

健康状态之间的正相关性咱7暂遥 因此袁研究建成环境与健康之间

的关系袁以及如何通过优化环境规划来创建健康友好型环境袁
对于促进人类健康是极为重要的遥

随着叶健康中国野2030冶规划纲要曳叶健康中国行动 2019-
2030曳和叶野十四五冶国民健康规划曳的相继出台袁我国在政策层

面明确了城市化发展中对健康问题的规划和指导遥 在当前的

时代需求和政策导向下袁 我国学者更加关注健康城市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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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与群体健康之间的关系的研究遥 部分学者就建成环

境与体力活动的研究进展做了详细梳理咱8-9暂遥 然而袁这些综述

主要侧重于体力活动方面袁并未从健康的整体视角考虑袁尤其

在分析我国与国外关于儿童和青少年建成环境研究的演进动

态与现状方面遥
因此袁 本研究旨在分析国内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

康研究态势和现状袁 力求为我国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

领域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袁 为未来研究者们提供

一个可探索的方向遥
1 研究方法

CiteSpace渊引文空间冤是由美国德雷赛尔大学陈超美教授

开发的科学文献可视化分析软件袁 通过对引文知识网络的分

析袁可直观展现某个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遥 本研究

借助科学文献分析工具 CiteSpace 6.1.R6 和 Excel袁 对检索的

目标文献进行分析遥
1.1 文献检索

国外文献以 Web of Science渊后文称 WoS冤核心数据库为

检索库袁使用野高级检索冶方式遥 鉴于英文检索中英文单词常有

多重变形袁检索时使用通配符$和 *袁以扩大检索范围袁提高对

目标文献的查全率遥 检索式为院TS=渊built environment OR ur鄄
ban environment OR street greenery OR neighbo$rhood environ鄄
ment OR green space冤 AND TS=渊health* OR physical health
OR psychological health OR social adaptive OR public health
OR outdoor activity OR physical activity OR physical exercise
OR obesity OR sport$ activit* OR wellbeing OR Depression OR
autism冤 AND KP=渊渊adolecent$ OR child* OR teen* OR juve鄄
nile$ OR young children冤 NOT 渊older adult OR elderly OR
adult冤冤曰检索时间不限曰文献类型院Article曰语种院English袁初步

检索获得共计 3 868 篇相关文献遥
国内文献则以 CNKI渊中国知网冤数据库为检索库袁选择

野学术期刊冶后使用野专业检索冶方式袁检索式为 SU=渊青少年+
儿童冤* 渊耶建成环境爷+耶社区建成环境爷+耶城市建成环境爷+耶邻
里建成环境爷冤曰检索时间不限袁初步检索获得共计 41 篇文献袁
其中 18 篇文献综述袁23 篇研究性论文遥 文献检索的截止日期

为 2023 年 11 月 18 日遥
1.2 文献数据清洗与处理

将 WoS 中收集的 3 868 篇文献放入 CiteSpace 中进行数

据清洗袁避免存在因格式差异的相同文献袁筛选出野论文渊Arti鄄
cle冤冶类别的文献袁运行后显示无重复文献袁即 3 868 篇文献被

纳入可视化分析遥 CiteSpace 运行参数设置院时间切片为 1 年曰
主题词来源为标题尧摘要尧作者关键词尧补加关键词曰裁剪策略

为寻径网络 渊Pathfinder Network冤袁 并选择 Pruning sliced net鄄
works尧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 方式进行辅助裁剪袁以使得

网络的可读性更高咱10暂曰g-index 中规模因子 为 5曰其余设置默

认遥
国内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领域相关研究较少袁仅

有 41 篇文献袁 知识基础尚未形成袁CiteSpace 无法分析出有效

结果袁故采用描述性统计和文献资料法分析和梳理文献数据遥
本文从 3 个维度比较国内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

研究院年度发文趋势曰期刊和机构特征曰热点的演化遥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年度发文趋势

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研究在国外已有 20 多年历史袁而
国内学术界对该领域研究起步较晚遥 国外研究于 1999 年开

始袁 从 1999要2004 年发文量趋势处于横向延伸袁2005要2022
年呈上升趋势袁2021 年至今发文量的峰值达到 391 篇遥而我国

有关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的第一篇文献发表于

2015 年咱11暂袁成果产出最多的一年仅有 9 篇遥 相比于国外研究袁
我国研究成果总体数量较少袁与国外仍有很大差距遥 鉴于本次

进行文献检索的时间未到 2024 年初袁 对 2023 年这一年度的

发文量无法进行客观分析袁但从总体趋势看袁此领域的关注热

度在上升遥

图 1 发文量趋势图

2.2 期刊和机构特征

表 1 展示了国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载文量

排名前 10 的期刊遥 其中袁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曳 以 182 篇的载文量位居

首位遥 影响因子最高的两个期刊是 叶ENVIRONMENTAL RE鄄
SEARCH曳和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曳袁 它们的 IF 值分别

达到了 8.3 和 8.7遥根据中科院对 SCI 的分区袁这些期刊主要分

布在医学尧环境和综合学科类别中遥 研究发现袁国外建成环境

与儿童青少年健康领域研究主要涉及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尧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尧心理学尧儿科学等 10 个学科方向渊图 2-
C冤遥 其中袁 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领域的载文量占总数的

40.2%袁居首位遥
在国内出版刊物中袁 有关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

究的文献数量超过 1 篇的 3 个期刊是 叶上海城市规划曳叶中国

学校卫生曳和叶中国运动医学杂志曳袁均为北大核心期刊袁3 个期

刊发表的文献数量分别占总文献量的 12.2%尧9.8%和 9.8%袁
2022IF 分别为 2.219尧2.697 和 1.616遥 我国研究多借助建筑科

学与工程尧体育学尧医学尧环境科学尧卫生学尧地理学等多个学

科视角袁探讨建成环境对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影响渊图 2-A冤遥 其

中袁 体育和建筑学科在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中具

有较高的贡献率袁均达到 9 篇文献袁占总数的 44%遥
从国外该领域研究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研究机构来看渊图

2-D冤袁研究成果产出排名第一的机构是美国加州大学系统袁总
计发表文献数量达到 206 篇遥 以美国为首的大学是建成环境

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的中坚力量袁 这些机构发表文献数量

75窑 窑



第 43 卷 湖 北 体 育 科 技 第 3 期

占总发文量的 21.59%遥 英国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3 个国家在

该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分别位列第 2尧3尧4 名渊图 2-D冤遥
在国内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机构中渊图 2-B冤袁高校是我国

研究的阵地袁 研究人员和团队主要在体育学院和建筑和城市

规划学院遥 在 10 所机构中袁3 所高校位于上海遥 对第一作者所

属机构进一步统计发现袁 我国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

究机构主要分布于长三角渊长江三角洲冤地区渊18 所冤和粤港澳

地区渊10 所冤袁占总数的 68.29%遥

A B

C D
图 2 学科分布和机构特征

注院A-CNKI 中高发文量学科方向曰B-CNKI 中高发文量机

构曰C-WoS 中高发文量学科方向曰D-WoS 中高发文量机构遥
2.3 热点的演化

2.3.1 国外热点主题的转变

文献的共被引网络能够探究某一学科的发展和演进动

态遥 在共被引知识图谱中袁 年轮的大小反映了文献的被引频

次曰紫色外圈年轮代表着高中介中心性的文献袁此类文献是 2
个领域之间的桥梁遥 被引频次越多尧半衰期越长袁则文献越经

典咱10暂遥 梳理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领域 20 篇被引频次最

高的经典文献渊表 2冤袁可将其大致分为 5 类院1冤以美国为代表

的儿童青少年建成环境与肥胖研究曰2冤 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

年身体活动的综述研究曰3冤 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积极通学

的研究曰4冤环境不平等与健康公平研究曰5冤建成环境中的空间

绿地促进健康的理论与方法研究遥
图 3 中袁 左边为文献共被引网络袁 右边是对该网络的聚

类遥 时间条由浅及深代表从 1999要2023 年袁左图展现出不同

时期该领域研究的高被引频次和高中介中心性文献遥 从施引

文献的关键词中提取名词性术语并采用 LLR 渊对数似然率算

法冤进行聚类渊图 4 右冤后袁共获得 16 个最具关联性的聚类标

签袁分别为 #0 food environment渊食品环境冤尧#1 sleep渊睡眠冤尧
#2 green space 渊绿地空间冤尧#3 exercise 渊锻炼冤尧#4 recreation
渊娱乐冤尧#5 sedentary behavior渊久坐行为冤尧#6 accelerometry渊加
速度计冤尧#7 sedentary time 渊久坐时间冤尧#8 physical environ鄄
ment渊物理环境冤尧#9 food availability 渊食品可获得性冤尧#10 so鄄
cial capital 渊社会资本冤尧#12 general health 渊整体健康冤尧#13
parental self-efficacy渊父母自我效能冤尧#14 nature access渊自然

接触冤尧#15 walking渊步行冤和 #18 bicycle渊骑行冤遥

图 3 WoS中 1999要2023年此研究领域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结合对聚类时间跨度的分析渊图 4-A冤袁国外在建成环境

与儿童青少年健康领域的研究经历了多个阶段遥 从早期的研

究自行车出行与建成环境要素的关联性渊#18冤尧父母报告的自

我效能感对儿童青少年参与身体活动的促进渊#13冤袁到对建成

环境中具体要素的研究袁如娱乐设施渊#4冤尧食品环境渊#0尧#9冤尧
道路网络和交通系统的规划布局渊#8冤遥2007 年以后袁久坐行为

渊#5尧#7冤成为研究者的重点关注袁而近些年的关注重点则转向

表 1 WoS核心数据库中发文量排名前十的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BMC PUBLIC HEALTH

HEALTH & PLACE

PLOS ONE

ENVIRONMENT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NUTRITION AND PHYSICAL ACTIVITY

JOURNAL OF PHYSICAL ACTIVITY & HEALTH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PREVENTIVE MEDICINE

182

119

102

72

70

59

55

52

51

48

期刊 文献量/篇

4.71

3.08

2.64

1.86

1.81

1.53

1.42

1.34

1.32

1.24

占比/% 2022IF

4.614渊2021IF冤
4.5

4.8

3.7

8.3

8.7

3.1

3.2

5.4

5.1

2022 中科院分区

综合3区

医学2区

医学2区

综合3区

环境2区

医学1区

医学4区

医学3区

医学2区

医学2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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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财富不均等因素渊#10冤在健康不平等研究以及公园尧绿
地等渊#2尧#14冤城市空间的可得性与儿童青少年健康行为方式

的研究遥
突现关键词揭示了特定时段内突然出现大量引用的关键

词袁通过突现分析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咱12暂遥 从

图 4-C 可见袁 国外早期的研究重点是空气质量对儿童青少年

呼吸健康的影响遥 近 5 年的突现词则反映了该领域前沿话题遥
这些突现关键词包括儿童身体活动尧家庭环境尧屏幕时间尧绿
地空间等袁 表明研究关注点已经从空气污染扩展到了更为具

体的环境因素对儿童健康的影响遥
这种转变可能是学术研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适应遥

在 20 世纪中后期袁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

城市空气质量的广泛关注遥 而现在袁随着物质水平和生活质量

的提高袁 人们对城市建成环境中的空间绿地的需求也随之增

加遥 此外袁 电子设备的长时间使用导致了近视问题的日益严

重袁也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问题遥
时间线图能够直观地展现研究领域中关键词及其聚类随

时间的变化情况遥 通过对 WoS 中目标文献的关键词计算袁归
纳出 野步行冶野空气污染冶野心理健康冶野建成环境冶野社会经济地

位冶野城市绿地空间冶野超重冶野食物环境冶等 15 个关键词聚类标

签袁并形成了时间线图渊图 4-B冤遥20 世纪 80 年代袁城市郊区化

蔓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袁 同时低密度的城市规划导致私家车

在交通出行上占据了主导地位遥 这一现象在 20 年代中后期引

发了众多研究者对空气污染对儿童和青少年呼吸系统健康的

关注遥 进入 2000 年以后袁研究者们对环境中空气污染的关注

度降低袁野城市规划冶和野公共空间冶等关键词开始出现袁研究热

表 2 国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领域中的发文量排名前 20的经典文献

文献标题 作者渊出版年冤 被引频次 中介中心性 半衰期

Prevalence of Childhood and Adult Obe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袁
2011-2012

Ogden CL 渊2014冤 71 0.09 2.5

Prevalence of Obesity and Trends in Body Mass Index Among U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袁 1999-2010

Ogden CL 渊2012冤 56 0.02 2.5

Exploring pathways linking greenspace to health: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Markevych I 渊2017冤 54 0.26 3.5

R: A Language and Environment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R Core Team 渊2018冤 51 0.02 2.5

Global trends in insufficient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adolescents: a pooled
analysis of 298 population-based surveys with 1窑6 million participants

Guthold R 渊2020冤 46 0.37 1.5

Inequality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Underlies Key Health Disparities in
Physical Activity and Obesity

Gordon-Larsen P 渊2006冤 46 0.33 3.5

Prevalence of High Body Mass Index in U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袁
2007-2008

Ogden CL 渊2010冤 40 0.00 2.5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and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Youth Ding D 渊2011冤 40 0.01 3.5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袁 1999-2004 Ogden CL 渊2006冤 37 0.02 2.5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of physical activity in youth - a review and
update

Ferreira I 渊2007冤 36 0.13 3.5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built environment effects 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active transport - an update and new findings on health equity

Smith M 渊2017冤 36 0.09 3.5

Perceptions about the local neighborhood and walking and cycling among
children

Timperio A 渊2004冤 33 0.06 3.5

Do attributes in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nfluence children's physical
activit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Davison KK 渊2006冤 31 0.08 3.5

Trends in Obesity Prevalence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袁 1988-1994 Through 2013-2014

Ogden CL 渊2016冤 30 0.01 2.5

Physical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of childhood obesity: a systematic
review

Dunton GF 渊2009冤 30 0.10 3.5

Personal袁 Family袁 Social袁 and Environmental Correlates of Active
Commuting to School

Timperio A 渊2006冤 30 0.09 2.5

Review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health benefits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fitness in school-aged children and youth

Janssen I 渊2010冤 30 0.13 3.5

TEMPORARY REMOVAL: Built environment associates of active school
travel in New Zealand children and youth: A systematic meta-analysis

using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Ikeda E 渊2018冤 28 0.02 2.5

Active Commuting to School: Associations with Environment and Parental
Concerns

Kerr J 渊2006冤 27 0.12 2.5

Nature and Health Hartig T 渊2014冤 27 0.0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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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始转向探讨城市规划和公共空间的如何影响儿童和青少

年的身体活动尧社交互动以及心理健康等方面遥 在 2005 年以

后袁构建步行友好性邻里建成环境受到众多学者关注遥 彭雷指

出袁居住在步行友好的居住区的居民每周有超过 70 min 的体

育活动袁且更少罹患糖尿病袁而生活在非步行友好居住区的居

民 60%体重超标咱13暂遥 此外袁有关食物环境尧绿地空间以及儿童

肥胖症等相关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遥

图 4 国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热点演化分析图

注院A原文献共被引聚类频次及年份跨度曰B原关键词时间线

图曰C原关键词突现图遥
2.3.2 国内热点主题的转变

在深入探究了国内的相关文献后袁 发现综述类研究在国

内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领域研究中占据了显著的比

重遥在 41 篇文献中袁有 21 篇为综述类研究袁占比超过半数遥在
这些综述研究中袁 重点涉及身体活动和体力活动的文献占据

了相当大的比例袁达到 13 篇遥 这类综述的核心目标在于深入

探索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袁 通过分析

国内咱14-16暂或国外咱8-9袁17-21暂的现有研究袁揭示当前的研究特征尧热
点以及进展遥 另外袁有 2 篇文献关注肥胖问题袁剩下的文献则

主要集中在静态行为咱22暂尧独立活动咱23-24暂以及近视咱25暂等方向渊表
3冤遥

根据普赖斯定律 N抑0.749 nmax姨 袁 被引频次高于 7 的高

被引文献共计 20 篇渊表 4冤遥 其中袁8 篇为综述性文献袁占比达

到 40%遥 这进一步反映了国内学者对于全面理解建成环境与

儿童青少年健康关系的重视遥
表 4 梳理了我国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领域的

19 篇非综述类文献遥其中袁5 篇文献研究体力活动袁5 篇文献研

究户外活动袁3 篇文献关注通学行为袁2 篇文献研究出行行为袁
而社交行为尧心理健康尧体质健康和含糖饮料摄入研究方向各

有一篇文献遥 这些方向虽然只有较少的研究成果袁但仍展现出

已有研究者对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领域的多元化关注趋

势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被引频次最高的 2 篇文献均采用了 GIS

手段进行客观的建成环境要素测量遥 这表明在建成环境与儿

童青少年健康领域中袁 对环境更精确和客观测度是未来的发

展趋势遥
国外学界在建成环境要素和身体活动的测量方面经历了

从主观问卷到客观手段最后转变为主客观结合的方法进行评

估咱43暂遥 对健康和建成环境要素评估方法进一步整理发现渊表
4冤袁 我国研究者在进行变量评估时更倾向于使用主观问卷方

式遥 采用问卷一种形式测量健康相关变量的占比达 73.68%袁
其中对体力活动的测量问卷中有 2 个是采用国外引进问卷遥
在对建成环境要素的评估中袁 仅采用主观手段进行测量的占

表 3 我国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的排名前 20的高被引文献

影响儿童青少年中高强度体力活动的建成环境因素要要要基于GIS客观测量的研究

香港儿童体力活动与住所周围建成环境院应用GIS的初步研究

学校周边建成环境对学龄儿童上下学交通方式的影响要要要以上海市为例

城市建成环境对儿童独立出行能力的影响因素及规划对策研究

儿童户外活动视角下的上海市建成环境评价研究

城市建成环境认知对儿童户外活动的影响要要要模型建构及上海的实证

上海建成环境对儿童及其家长户外活动和健康自评的影响

基于小学学龄儿童户外休闲活动实态调查的邻里建成环境优化设计研究

建成环境对南京市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影响

建成环境与青少年步行通学的非线性关系要要要基于极限梯度提升模型的研究

基于儿童户外活动偏好的建成环境评价与优化要要要以上海市中心区为例

城市建成环境对儿童体力活动的影响研究要要要以西安市为例

建成环境对中国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与肥胖的影响院系统文献综述

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建成环境研究热点解析尧前瞻与启示

建成环境对青少年身体活动影响的研究进展

建成环境影响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研究进展

建成环境对儿童独立活动性的影响综述及研究趋势探索

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与建成环境研究热点与演进脉络

国际儿童青少年体力活动建成环境研究的特征尧历程与热点要要要基于ISIWeb of ScienceTM等数据库的文献计量研究

社区建成环境对儿童健康影响的进展研究要要要基于体力活动视角的文献述评及展望

89

63

45

28

24

16

16

14

11

9

9

9

34

25

21

20

16

15

9

9

文献标题 被引频次

2017

2015

2017

2020

2018

2019

2019

2020

2019

2022

2021

2020

2019

2020

2018

2018

2020

2020

2020

2020

时间/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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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达到 42.10%袁 主观问卷与客观测量相结合的研究占

26.32%遥
3 讨论

3.1 国内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的发

展与演进动态
国内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研究呈现出一种上

升发展的趋势遥 国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经历了

多个阶段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袁同时研究方法也不断更

新和进步遥 这种学术研究发展态势与社会的发展是相互适应

密切相关的遥 从早期的关注物质环境因素到对社会经济因素

的综合考虑袁从单一因素研究逐渐转向多因素的综合研究袁从
简单的关联性研究到深入的影响机制研究遥 同时袁随着研究的

深入袁研究的焦点也在不断扩大和深化袁涉及更多的健康问题

和更具体的建成环境要素袁具体说明如下遥
发展脉络院在国外袁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研究经

历了两个阶段院早期探索期渊2004 年以前冤和快速发展期渊2005
年至今冤遥 相比之下袁国内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研究

历史较短且研究成果较少袁无法划分出明显的发展阶段遥
研究热点的转变院在早期探索期间袁国外研究者主要关注

空气质量对儿童青少年呼吸系统健康的影响遥 而在快速发展

期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袁研究者开始关注更多的建成环

境要素袁如交通环境尧食物环境尧公园绿地等遥 此外袁社会经济

因素对建成环境分布以及健康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

究领域遥 国内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建成环境与体力渊身体冤活动尧
户外活动的研究袁同时有关儿童出行尧通学行为的研究也是国

内研究的焦点之一遥 从总体上看袁国内研究成果与国外长期的

研究积累相比更显寥寥袁暂未形成明显的热点转变遥
3.2 国内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现状

体育学尧 医学和建筑学学科为我国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

年健康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学

科交叉是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的已然趋势遥 不同

学科在该领域的研究既有共同之处袁又有不同侧重点遥 体育学

研究者在探究身体活动和建成环境之间的关系方面有着丰富

的研究经验遥 通过研究不同类型的建成环境如何影响儿童青

少年的身体活动水平袁 以鼓励儿童青少年更多地参与身体活

动袁从而提高他们的健康水平遥 医学研究者关注建成环境如何

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肥胖尧心理健康等问题袁通过机制研究袁揭
示了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遥 建筑学者在建成环境的设

计和规划方面拥有更专业的知识袁 通过研究不同类型的建筑

和公共空间对儿童青少年的行为和健康的影响袁 提出了创新

性的解决方案遥 这些实践经验对于建设和改善儿童友好型建

成环境袁帮助其健康成长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遥
大学是国内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的主要阵

地遥 美国在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领域的研究中处于领

先地位袁这可能与其发达的经济及较早的政策规划相关遥 而当

前我国研究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和粤港澳这类经济相对发达地

区袁我国研究者应加强与不同地区的研究人员的合作遥 不同地

区的城市规划尧文化尧经济等因素存在差异袁亟待各地机构结

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梳理和实证研究袁 以期探索出一批各具

我国特色的建成环境规划促进整体儿童青少年健康的模式和

经验袁进一步提高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袁为制定更加全面和有

表 4 国内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一览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体力活动

体力活动

体力活动

体力活动

体力活动

户外活动

户外活动

户外活动

户外活动

户外休闲活动

出行行为

出行行为

通学行为

通学行为

通学行为

社交行为

心理健康

体质健康

含糖饮料摄入

序号 健康维度

加速度计

加速度计尧中文版儿童休闲活动问卷 渊CLASS-C冤
自编问卷

国际体力活动问卷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

访谈尧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

观察法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

客观测量

自编问卷

健康维度评估 建成环境评估

GIS

GIS

自编问卷尧客观测量

体力活动居住环境量表渊PANES冤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尧GIS

自编问卷尧GIS

自编问卷尧GIS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

GIS

GIS

GIS

自编问卷

自编问卷尧GIS

GIS尧遥感

自编问卷

作者渊年份冤

何晓龙渊2017冤咱26暂

贺刚渊2015冤咱11暂

路改改渊2020冤咱27暂

秦真真渊2021冤咱28暂

段颖萍渊2022冤咱29暂

翟宝昕渊2018冤咱30暂

翟宝昕渊2019冤咱31暂

翟宝昕渊2021冤咱32暂

朱玮渊2019冤咱33暂

孟雪渊2020冤咱34暂

徐梦一渊2022冤咱35暂

沈瑶渊2021冤咱23暂

何玲玲渊2017冤咱36暂

刘吉祥渊2022冤咱37暂

邢慧楠渊2023冤咱38暂

吴升臻渊2022冤咱39暂

周素红渊2021冤咱40暂

论宇超渊2023冤咱41暂

王娇娇渊2022冤咱42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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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政策提供有力的支持遥
国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研究经历了长期的发

展袁积累了丰富研究成果袁研究工具和研究体系已相当成熟袁
主客观结合的测量方法被视为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遥 相比之

下袁 我国对建成环境要素和身体活动的评估方法仍处于探索

阶段袁需要时间来进一步发展遥 目前袁我国在评估建成环境要

素和身体活动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遥
缺乏针对本土环境的研究经验遥 问卷和量表的使用分为

两类袁一类是自编问卷袁题项设置多借鉴国外研究曰另一类是

经过多次研究检验的成熟量表袁如国际体力活动问卷尧体力活

动居住环境量表渊PANES冤遥 这类量表由国外引入的袁建成环境

特征与我国城市有一定差异袁 需要有针对我国本土城市特征

开发出的问卷遥
主观测量手段为主袁客观测量方法采用较少遥 在建成环境

要素上袁大多采用问卷形式测量被试对建成环境的感知袁而利

用地理信息系统渊GIS冤尧遥感等科技手段进行更准确评估的方

法在国内尚不普及遥 在身体活动的测量方面袁同样是侧重于采

用自主报告尧家长报告等问卷形式袁使用三维加速度计等工具

进行客观测量评估体力活动水平的研究较少遥 主观测量方法

相对简单易行袁但也可能受到被试的自我报告偏见尧记忆偏差

等因素的影响袁导致测量结果的不准确遥
4 结语

通过对国内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研究进行比

较分析袁本文揭示了两者在研究态势和现状方面的明显差异遥
综观国内外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发展袁 国外研究

已形成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研究体系袁涵盖多个研究领域遥 尽

管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历史已有十年袁 但考虑到目前较为

零散和有限的研究成果袁 迫切需要加强并深化这一领域的系

统研究遥 未来袁我国学界在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研究经验和方

法的同时要结合本国实际袁 通过增强跨学科和区域合作来提

高研究质量和实际应用价值遥 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

究的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袁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遥 本研究旨在

为未来研究提供一定思路袁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领域袁以共

同促进建成环境与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和进

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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