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城市大数据的健康人居环境研究

人居环境与居民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优质的人居环境能有

效促进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科技的

进步，涌现出了多种类型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数据。这些数据来

源广泛，包括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传感器等，不仅为我们提供

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分析手段，也为健康人居环境的理论研究和

实证分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元视角和可能性。

借助对多源大数据的汇总和分析，研究者们能够更加系统、多

维度地深入挖掘人居环境中的复杂关系，揭示其与公共健康之间

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从而为健康城市规划等公共政策制定提供有

力支持，以期对广大居民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推动全社会共同创

造美好、健康的人居环境。

本期收录的六篇主题文章利用大数据对健康人居环境进行了

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涉及人口大数据、微博大数据、健康设施数

据、疫情数据等多源大数据在人居环境中的应用，从不同的角度和

层次体现了大数据在健康人居环境研究中的作用和价值，希望能

为相关学者提供借鉴，引发更多交流和思考。

苏昱玮等基于人口大数据、在线地图和社会经济属性数据，以

急性心肌梗死发病就医为例，研究急诊急救就医可达性和公平性。

利用新技术和新数据从疾病防控角度为医疗资源的合理布局提供

了参考，助力疾病救治和健康的人居环境建设。

来源等从居民活动的视角出发，梳理地点、社区与城市三个

尺度下已有的城市健康数据融合计算研究，对数据资源、监测技

术、研究方法与应用场景进行整理。针对当前城市健康研究中普

遍存在的忽视人本尺度、缺乏数据融合等问题，进一步探讨数据

驱动健康城市的途径，以期指导未来的健康城市研究与人居环境

建设。

李栋等基于对健康城市评价体系基本概念的重新思考，梳理

和对比近年来国内外健康城市评价工作的进展，对健康城市评价

体系进行回顾和展望。重点识别了健康城市评价体系在主题内容、

方法技术、应用受众、实施模式等方面的最新发展趋势，并对进一

步完善健康城市评价提出了实施建议。

刘明浩等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武汉市微博数据中的居民

情绪进行识别，得出不同位置的情绪值，分析社区平均微博情绪指

数与社区绿地率、职住比之间的关系，发现积极情绪主要分布在景

点和休闲相关设施的周边，对城市公共设施的规划提供了有益的

启示。

黄骁然等基于网络开源数据，从生活圈尺度研究上海市养老

助餐设施的服务能力与老年人口现实需求的匹配程度，划定分割

标准并进行养老助餐可达性评价，计算各小区目前的养老助餐设

施缺失数量。研究为完善社区养老助餐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提供

了重要的依据，也为相关公共资源分配的定量研究提供了可借鉴

的范式。

王琳等采用多源数据融合的方法，基于克里金插值和语义分

割模型获取了建成环境特征，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了疫情

空间风险指标体系。研究发现道路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交通拥

堵程度与疫情风险分布呈显著正相关，道路宽度和疫情风险分布

呈显著负相关，为中观尺度城市建成环境下传染病防治的空间对

策制定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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