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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医融合，即体育与医学的深度融合，旨在通过

体育锻炼促进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提高人

民生活质量。强调将社区体育活动与国内城市卫生服务

体系建设相融合，利用社区相应的医疗优势，实现体育

与医疗卫生部门之间在医学检查、体质评估、健身运动

及健康恢复等方面的协作与互补，目的是提升社区居民

的身体素质，预防和治疗疾病，保障人民健康。[1]云南省

体育局、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2年印发《云南省体

医融合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与云

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体医

融合健康服务网，实现基层健康服务点县级全覆盖。”[2]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在昆明市呈贡区、富民县大营镇、玉龙

县白沙乡、泸水县大兴地镇，每个乡镇选取2个社区作为

调查点。

主要研究方法。（1）问卷调查法。按照一般情况

调查、“社区体医融合”服务需求度设计问卷，其中，

服务需求度从认知、人员结构、服务内容等维度进行设

计。在4个乡镇8个社区随机选取居民进行调查，共发放

210份问卷，回收210份，回收有效率为100%。（2）数理

统计法。应用Excel2019软件进行统计，描述、分析调查

社区居民慢性疾病、健康生活方式、体育锻炼等情况。

结果分析

（一）居民基本状况

调 查 对 象 女 性 占 6 0 % 、 男 性 占 4 0 % ， 年 龄 段 主 要

在 3 0 - 6 0 岁 。 学 历 占 比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初 中 及 以 下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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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医融合在提升社区居民的身体素质，预防和治疗疾病，保障人民健康方面具有重

要作用。本研究选取云南省社区居民作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数理统计等方法，

分析云南省社区居民慢性病现状、体育锻炼状况以及对体医融合服务的具体需求，以期

提出促进体医融合服务发展的实证依据和建议，推动构建与云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相匹配、以人民健康为核心的综合体医融合健康服务体系，提升云南省社区居民的身体

素质，预防和治疗疾病，保障人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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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

84

40

女

126

60

<30

27

12.86

30-45

53

25.24

46-60

92

43.81

61-74

22

10.48

＞75

16

7.62

人数（人）

占比（%）

年龄

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98

46.67

高中或中专

39

18.57

专科或本科

67

31.90

研究生及以上

6

2.86

人数（人）

占比（%）

人数（人）

占比（%）

职业

事业单位/公务员

34

16.19

服务业人员

8

3.81

自由职业者

36

17.14

工人

18

8.57

公司职员

5

2.38

农民

70

33.33

家庭主妇

6

2.86

其他

33

15.71

表1：被调查社区居民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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