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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方案（２０２４—２０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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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近年来，随着以全

球变暖为显著特征的气候变化进一步加剧，高温热浪、洪涝、

低温寒潮、台风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趋多趋强，人类的生存、

生命和健康正在受到极大挑战，气候变化成为２１世纪人类

面临的最复杂的公共卫生问题。为推进落实《国家适应气候

变化战略２０３５》提出的“全面推进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部

署要求，提升气候变化健康适应水平，促进健康中国和美丽

中国建设，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行动策略和目标

坚持减缓与适应并重，将健康适应理念融入气候变化政

策体系全程。坚持“主动适应、科学适应、系统适应、协同适

应”原则，以防范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强化健康适应行动，提

升健康促进能力为目标，将预防关口前移，建立以气候变化

健康早期预警为先导的适应联动机制，推动各层级、多元化健

康适应政策与协同行动，提升气候变化适应和风险防范能力。

到２０２５年，健全完善多部门气候变化与健康工作协作

机制，构建气候变化与健康相关政策和标准框架。加强气候

敏感疾病监测系统建设，构建气候变化与健康评估指标。完

成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脆弱性和适应能力首轮评估，形成气

候变化健康适应科研重大需求清单。

到２０３０年，气候变化与健康相关政策和标准体系基本

形成。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健康影响监测预警能

力持续增强。健康风险、脆弱性和适应能力评估体系较为成

熟。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能力、健康与公

共卫生系统气候韧性显著增强。全社会气候变化健康适应

的友好环境基本建成。

　　二、行动重点任务

（一）健全完善多部门气候变化与健康工作协作

机制

建立以“规划—监测—预警—评估—干预”为一体的跨

部门工作体系。加强部门协作，开展定期会商、应急沟通、联

合评估等合作，实现信息共享。加快气候变化健康适应领域

跨学科人力资源和新质生产力开发储备，形成多部门协同适

应管理工作平台。

（二）完善气候变化与健康相关政策和标准体系

推进疾控、卫生健康、环境、水利、气象等部门的政策融

合，出台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健康与公共卫

生政策和综合干预措施。制定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脆弱性和

适应能力评估技术标准，出台气候变化健康适应的公共卫生技

术指南，建立公众应对气候变化与健康适应行为规范与准则。

（三）加强气候敏感疾病的预警提醒

建立多部门监测预警与联动响应机制。调查梳理气候

敏感疾病基本信息清单，构建气候敏感疾病监测预警系统。

开展鼠疫、登革热、疟疾、乙脑等媒介生物传染病、人兽共患

病、新发传染病和气候相关的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

精神障碍、过敏性疾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预警和健康提醒。强

化热浪、寒潮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预报，开展气候敏感疾病

风险预警，发布公众健康危害信息和预防措施指引。

（四）强化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脆弱性和适应能

力动态评估

有效厘清和识别气候变化健康风险及脆弱人群，研究制

定气候变化健康风险评估方案和指南。充分考虑各地区气

候特征和脆弱人群健康风险暴露水平，研究构建本地化气候

变化与健康风险评估指标。开展重点区域及重点脆弱人群

适应气候变化能力评估，制定适应能力提升计划。每年编制

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评估报告，建立全面性、经常性评估机制。

（五）提升气候变化健康风险防范和综合干预能力

增强气候变化健康适应协同能力。研究将气候变化健

康风险管理有效融入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规划、设计建

造和竣工验收体系。强化城市与人居环境适应气候变化能

力，调整优化城市功能布局，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安全运行，完

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加强洪涝灾害防御能力建设和

供水保障。提升气象服务保障能力，打造智慧气象健康服务

模式。探索建立气候变化健康适应型旅游业和农业种植模

式。提高电力行业在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下的运行和安全保

障能力。提高交通基础设施防灾抗灾能力。

加强重点场所、脆弱人群气候变化健康适应与干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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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重点场所工作环境卫生状况，优化配备健康防护设备设施

和个人防护用品。加强对孕妇、儿童、老年人及高血压等慢

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高基层健康服

务能力，针对性制定脆弱人群健康干预方案。制定高温热浪

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环境下作业人群劳动防护标准。强化

气候敏感疾病疫苗研制与接种，降低气候敏感疾病风险。加

强新发传染病防控和干预能力。完善伤害监测预警体系，提

升重点人群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下伤害预防能力。

（六）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卫生保障能力

提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卫生应急处置能力。健全卫生

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体系。制定平急结合的极端天气气候事

件应急预案，开展多部门参与的联合演练，提升极端天气气

候事件引发的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下生活饮用水卫生保

障、环境卫生处理、传染病疫情监测与控制、病媒生物监测与

控制等卫生应急处置能力。

增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卫生应急救治能力。促进社会

共治、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提高群众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

风险防范和应急自救能力。加强应急医学救援装备配备，提

升空间立体救援能力，提高远程指导、现场救治、合理转运、

全程监护的区域协作能力。加强医疗机构急诊、急救应对突

发性大规模病患的收治能力和物资储备。加强针对极端天

气气候事件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群心理干预，建立以医疗卫生

机构为主体、心理健康咨询专业团队和志愿者为重要补充的

心理危机干预服务体系。

（七）增强健康与公共卫生系统气候韧性

加强绿色低碳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将节地、节电、节水、

节材的绿色低碳建设标准纳入新建和改扩建的医疗卫生机

构规划和建设方案，降低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碳排放。鼓励

运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搭建医疗卫生机构能

源资源管理平台，探索追踪相关能耗。

提升医疗卫生机构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抵抗力和恢复

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

其次生灾害的应急预案，基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预报信息提

前储备医疗物资，保证医疗卫生机构的核心功能在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发生时一定时间内能维持正常运行。制定医疗卫生

机构供应链的气候韧性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定期开展评估。

提高气候敏感疾病的诊疗能力。完善气候敏感疾病临

床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临床路径，加强相关医疗设备、

药品和医疗器械储备，提升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急救、护理

与康复技术能力。健全气候敏感疾病的远程医疗诊断平台

和医疗救治团队，制定远程医疗工作响应机制。依据不同气

候敏感地区、功能定位城市群的气候特征，因地制宜开展基

层诊治能力建设，完善气候敏感疾病的分级诊疗网络。

（八）营造全社会气候变化健康适应的友好环境

加强气候变化与健康宣传教育引导。制定不同类型、不

同人群宣教策略，推动气候变化与健康宣教进乡村、进社区、

进场所、进学校。教育、引导、促进公众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

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掌握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自救

互救措施，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与健康素养水平。开展气候

变化健康适应城市、乡村、社区、重点场所（医院、工业企业、托幼

机构、学校和养老机构等）行动试点，总结可推广的适应模式。

（九）加快气候变化健康适应科技创新

加强先进适应技术与健康产品研发。开展适应气候变

化与健康领域管理策略、核心技术、关键设备等科研攻关，支

持共建“产学研用”对接平台。加强影响气候敏感疾病发生

发展的关键气候危险因素和致病机理的基础研究。研发气

候敏感疾病的风险评估、预测预警技术、分类分级与防护等

适宜技术推广应用模式。开展气候变化健康适应措施的成

本效益经济学评价研究。研发气候变化健康数据产品与智

能化软件产品，推动大数据智慧化应用。

（十）推进气候变化健康适应全球行动

深化气候变化健康适应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共建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变化健康适应治理体

系。加强对国际组织、区域机构的气候变化健康适应政策、

策略追踪对接，推动国际气候变化与健康领域的科技交流与

合作，拓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技术支撑，积极贡

献中国智慧。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要将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纳入本地区、本部门的

重要工作内容，统一部署和协调推进。要建立健全工作协调

机制，细化分工和部门任务。各省份疾控部门结合本地区实

际牵头制定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实施方案。

（二）做好支持保障

加大对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相关保障力度，将气候变

化与健康监测预警、实验室建设纳入项目和信息平台建设优

先范畴。

（三）强化队伍建设

设立国家气候变化与健康专家委员会，建立技术联盟，

提升智库水平。开展气候变化与健康规范化技能培训和实

操演练，提升能力水平。开展社会化培训，提升社会团体、志

愿者等宣教能力。

（四）加强实施指导

疾控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落实行动任务，保障各项任

务有效推进。实施气候变化健康适应行动全过程管理，综合

掌握各项任务开展情况和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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