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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吃好不吃药：洪昭光健康饮食精华》是洪教授健康教育的最新力作，也是作者自己数十年健康
生活经验的总结。
它从健康观念到健康生活方式为中老年朋友设计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健康饮食方案，形式轻松活泼，内
容针对性强，让大家一读就懂，一懂就用，一用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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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昭光，教授，现任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心血管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心血管病防治科研领导小组
副组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研究员、教授、主任医师。
被聘为中央文明办、卫生部组织“相约健康社区行”首席健康专家。
70年代与华罗庚教授合作研制“北京降压0号”。
先后撰写及主编《实用高血压学》等十余本著作，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科普文章五百余篇。
 近年来，洪教授一直致力于大众科学健康知识的普及工作，在全国讲演数百场，从中南海到居民社区
，从人民大会堂到厂矿油田，到处留下他的足迹。
他创编的好听易记、琅琅上口的健康格言，深受广人百姓的喜爱。
以其健康新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十余本科普健康书籍，总发行量超过300万册，各种相应于抄本千万册，
创造了大众健康领域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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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吃出健康一、食物也可以治病　药补不如食补　看病难，看病贵　年轻时用命换钱，年老时用
钱换命　 最大的愚昧——靠高科技和新药物来保命　观念变一变，健康长又长　民以食为天，食以寿
为本　肾水足，开先路　服药谨防伤肾，预防为主食来补　护肾三宝之睡眠篇　护肾三宝之夫妻篇 　
护肾三宝之运动篇　热水洗脚，如吃补药　一日仨枣，长生不老　脾胃强，身体壮亚健康的身，亚健
康的胃三大恶习折腾你的胃保护消化道八项注意常饮“君子汤”，一生都健康　水的身体，随时梳理
对动脉硬化有改善的食物步行——软化动脉之路动脉硬化与心肌梗死健康用油三主张晨吃三片姜，如
喝人参汤有事无事喝口水，清茶一杯不离嘴　护好心与脑，长生健步跑控制冠心病，关键在预防轻松
减压，远离过劳死起得早，心脏未必好“护心”饮食法隐性杀手——肺炎冬病夏治，养肺有方防流感
，先保暖闷出来的老年病——老年性痴呆症多吃健脑益智食物适量运动，远离健忘与痴呆二、饮食调
理防疾病　身体调养，只为健康新膳食指南，重在实践管好家里盐勺，血压不再升高促进健康，预防
疾病惊蛰来到，不同体质不同调养合理膳食，五色食品一：牛奶一杯，民族强健二：碳水化合物至少
克三：高蛋白三四份四：四句话儿要记牢五：蔬菜水果五百克红：番茄两个，红酒二两黄：黄色瓜果
好绿：生命的颜色白：燕麦片、燕麦粉黑：黑木耳　煲出好汤，苗条健康　饭前喝汤，稳稳当当　喝
汤有好处，但是有禁忌　常喝五色保健汤　早喝盐汤如参汤，晚喝盐汤如砒霜　喝汤好处多，春季宜
清淡　煲汤有秘诀，小火煲好汤　数字食谱，科学简单　饮食巧搭配，营养无遗漏　主食调控三误区
　三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　红黄菜蔬，补充维生素　蘑菇香，回归自然保安康　维C靠青，营养靠
荤　适量吃瘦肉，少吃肥肉和荤油　食肉不必恐慌，吃好也可健康　不可一日无豆　豆类和肉类一样
不能多吃　绿茶是个宝，常喝身体好　多吃鱼虾，血压降下　对症吃鱼好处多　勿忘蓝色食品　平常
饭菜：一荤一素一菇　戒烟限酒，坦荡无忧心舒畅戒烟限酒，健康长久吸烟有害健康，吸烟缩短寿命
吸烟量大一倍，危害达四倍饭后一支烟，害处人无边男人要戒烟，女人是关键烟酒亲兄弟，并非一家
人何以解忧，惟有交流入席少饮酒，闲来多品茶　精神不运则愚，血脉不运则病仙丹妙药灵芝草，不
如天天练长跑铁不冶炼不成钢，人不运动不健康化整为零，健身有方请人吃饭，不如请人流汗给“运
动缺乏症”补补课常常健身不要忙对比不攀比，适度不过度智者长寿，“智”惠百年三、男女老少饱
“吃”健康　男人气须浩，减压靠保健　男人，谁来关爱　男人还是难忍　男人长寿四大障碍　男人
如何吃出健康　千保健，万保健，心态平衡是关键　男人的性健康 　从“啤酒肚”到“蜘蛛人”　吃
好喝好，亚健康自然没了　男人四十，十面埋伏　用家挽救男人　女人保护好，养颜开心笑营养你的
心，苗条你的身怀孕女性饮食宜忌职业女性的“心病”越来越重年轻女性多注意，骨质疏松要逼近女
性更年期，饮食巧安排完美饮食计划，远离乳腺癌妻贤夫病少，好妻胜良药女人如花花如梦，男人护
花花常红水星女人最可亲，金星男人最可信健康家庭的三个关键老人抗衰老，夕阳无限好人生六十才
开始调饮食，莫过饱，身体健，疾病少早预防，早知道，早治疗心宽体胖儿女孝，健康快乐一百岁六
十没有病，把住二十年暗示效应不是“练功不吃药”每天一万步，健康第一步孩子是块宝，成长最重
要要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好孩子多喝奶一岁以内喝母奶“成人病”祸起肥胖预防动脉硬化从儿童饮
食抓起儿童饮食健康知多少改变饮食，提高IQ、EQ饮食营养与心理健康　健康教育，抓早抓小四、
顺应天时养生　大道至简，中庸养生生活无需刻意中庸适合养生养心八珍汤，健身宽心肠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祖国医学好，常识要知道仲夏保健好，冬至发病少　食物选得好，还要吃得妙　什么都吃，
适可而止　管住嘴，迈开腿　变胖学相扑，变瘦学贵族　不胖不瘦不堵　 吃得慌忙，伤了胃肠　春生
保肝脏，御风养阳气　天气转暖，养肝回阳　让身体复苏　杜绝病从口入　春风盛，别伤身　 春季饮
食忌大寒大热　夏长消湿热，防暑护心脾　夏季“降火”别过火　夏天养好心气　天气炎热，病根复
发　雨季清除湿热　仲夏宜清补　夏至不可贪凉，　新陈代谢快，水分营养足　秋收话秋补，滋阴抑
肺燥秋冬养阴，脾胃先行秋千勿燥，滋阴润肺秋风红叶话秋补预防呼吸道感染天气转寒，防止失调　
冬藏祛寒气，温肾越三九“三高”人群的高危期冬季进补，开春打虎寒风袭来先温肾三九补一冬，来
年无病痛冬季进补宜忌冬寒预防抑郁冬季滋养脏器冬季养阴，温补为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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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食物也可以治病　　药补不如食补　 近年来，随着居民膳食结构及生活方式的重要变化，与之相
关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等患病率增加，已成为威胁国民健康的
突出问题。
早在古代，药王孙思邈就强调了预防为主的养生思想：“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欲病之病；下医治
已病之病。
”更强调了寓医于食，寓药于食，药食同源的养生思想。
我们只要更好地继承，遵循运用这些科学的养生模式，就能最有效地避免提前得病，提前衰老，提前
残废，提前死亡，才能更好地生存，有意义地活！
　 看病难，看病贵　人这一辈子免不了有个生病的时候，而老年人是一个容易患病的特殊群体，根据
卫生部的统计，2007年病人医药费用继续上涨，住院病人人均住院费达4874.8元，比06年增加了350多
元。
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总人口数达到130756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
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
我国已经真正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
随着这一态势的发展，中老年人的健康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老年人是医疗卫生资源的重要消费对象。
卫生部曾经有过统计，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部人口患病率的3.2倍，伤残率是全部人口伤
残率的3.6倍。
老年人消耗的卫生资源是全部人口平均消耗卫生资源的1.9倍。
从国民经济的角度看，损失健康的代价更是惊人。
可是我国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较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
一方面，国家医疗资源消耗迅速增长，2001年为6140亿，2003年为8000亿，2005年已达10026亿，
占GDP总额的5.5％；另一方面，慢性病的患病率又勇创新高，发病年龄年轻化，患病人数数以千万计
。
“健康是金子”，这是1953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世界卫生日主题口号，旨在号召人们关爱健
康，珍爱生命，提高健康水平，提高生命质量。
据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社会蓝皮书公布，在调查的17个社会问题中，“看病难，看病贵”排名第一位
，而以往广受关注的教育收费则排到了第六位。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最新结果，目前在我国居民中，生活方式病越来
越常见。
其中，超重的有两亿人，患高血压的有1.6亿人，患糖尿病的有4000万人⋯⋯上述数字实在不容乐观。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那些防病治病的道理没有深入人心，人们在思想上还是没能注意，没能形成一种信
念，当然也就不能变成行动。
有一个同志，生病半年花了50万，每天花费3000多，钱对他来说是小事。
每天有6个护士照顾他，家里觉得不放心，又雇了3个保姆，还有自己两个女儿，加上老伴、住院医生
、科主任，一天一共有14个人伺候着他，结果还是死了。
14个人照顾、50万花着，也没能留住他一条命。
有一位教授，患有冠心病，本来应该避免突然用力。
有一次搬书时，书很重，但他一次搬了一摞，一使劲屏气，当即心跳就停了。
经过大力抢救，心跳复苏了，可大脑死亡了，成了植物人，4年医药费花了150万元，家人也付出很多
时间和精力。
一位干部，冬天搬大白菜，楼上楼下地奔忙，用力过度，结果累倒。
大白菜不过几元钱，医药费却花了6万元，还差点丢了性命。
一位副主任医师，为赶写三篇文章，连续72小时不吃不喝不睡，结果发现时已死在办公桌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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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如果他们曾受到很好的健康指导，并身体力行，这样的不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不单能节省医药费，还能继续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年轻时用命换钱，年老时用钱换命生老病死是自然循环，亘古不变，但死亡的方式却有不同：一种是
自然凋亡，一种是病理死亡。
　 前者是无病无痛，无疾而终，平安百岁，快乐轻松。
生如春花绚烂，走如秋叶静美。
后者是中年得病，肉体痛苦，精神折磨，身心煎熬，事业中止，人财两空。
　 人人都希望能自然凋亡，不希望病理死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怕挣得少，就怕走得早。
”而现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2005年4月10日，中国著名画家商界精英陈逸飞逝世，年仅59岁！
2005年8月18日，著名小品演员高秀敏逝世，年仅46岁！
2005年8月30日，著名演员傅彪逝世，年仅42岁12005年9月18日，网易CEO孙德棣逝世，年仅38岁！
2006年1月21日，上海中发电器集团董事长南民逝世，年仅37岁！
⋯⋯现在处于30岁到60岁之间的中年人，各种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上升，如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
高血脂、冠心病等，工作节奏快、生活压力大，导致英年猝死的病例时有发生，一再有科学家、名人
英年早逝，其损失无可估量，不是用钱能计算的。
即使是普通人，猝然去世，对他的家庭、他的亲朋好友来说，这损失也是无可挽回的。
为什么我们经济发展了，钱多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些人反而死得更快了呢？
这都是由于人们平时对身体健康的重视不够，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去经营管理自己的身体而造成的悲剧
。
　 年轻时仗着年轻身子骨硬实，每天脑子中只想着“赚钱、赚钱”，早出晚归，周末、节假日用来加
班，一心想着住大房子、开进口好车，在人前光鲜体面，不惜背负沉重的经济债，恨不得把自己变成
摇钱树。
银行存折的零越来越多了，身体也差不多千疮百孔了。
等到身体负荷过重，各个零件开始报警，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一切已经晚了，存折上的零都挪到
医院的账房去了。
那真是“年轻的时候用命换钱，年老的时候用钱换命”。
有一个病人36岁就患了脑血栓，花了十几万治病，住院几个月后出院，然后又回来住院。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是他13岁开始抽烟，36岁时已经有23年的烟龄、18年的酒龄，还有十几年的麻龄，他与有规律的
生活方式处处对着干，受伤害的只能是他自己。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40岁以前毁，40岁以后养。
”年轻的时候以为自己身体棒，能吃能玩能睡，累了睡一觉，身体不舒服，挺一挺就过去了。
每天烟不离手，喝啤酒论箱，白酒论斤，KTV一唱就是半宿，打麻将一坐就是一天等等不良的生活习
惯，就像一条大船上的小虫子一样，一点一点就把大船掏空了，等到有一天出海扬帆的时候，发现它
已经无法拯救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沉入海底。
一个大款病人，亿万富翁，是8个公司的董事长，38岁。
心肌梗死，经过医生抢救他的命是救活了。
但他的心脏很薄，正常人10毫米，他才两个多毫米，跟牛皮纸一样。
他的心脏很脆弱也很危险，平时还不能咳嗽，一咳嗽血管就会破，大便一使劲血管也会破。
所以他不敢咳嗽，大便不能使劲，整天拄着拐棍，如履薄冰。
有一天他来找我：“洪教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我百思不解。
”我问：“你有什么问题百思不解呢？
”他说：“为什么上帝对我这么不公平。
我是老总，在单位很风光。
人家38岁不得病，78岁都没得病，怎么我38岁轮到这么个要命的病，怎么我这么倒霉！
”我说：“据我所知，上帝是最公平的，我讲的上帝是指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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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规律是一样的，人世间很多事不公平，但上帝是公平的。
你为什么得病，很简单，你违背了健康规律，规律是铁，谁碰谁流血。
”他的血被抽出来后立即就凝固了，因为他的血液太黏稠了；血放了8小时后，上面厚厚一层油，严
重的高血脂病；他体重188斤，腰围3尺3寸半。
我对他说：“合理膳食，就是饮食要合理，你有钱，有条件，山珍海味，生猛海鲜，天天大吃大喝，
所以体重188斤，这是因为你膳食不合理。
适量运动，但你出门就‘奥迪’、‘奔驰’，你上二层楼都得坐电梯，你不运动。
戒烟限酒，可你一天两包烟，顿顿都喝酒，烟酒无度。
第四，心理平衡，你是8个公司的董事长，秘书多，事情多，天天电话、手机响声不断，挣了钱你就
激动，赔了钱你就着急，你天天没有心理平衡。
健康四大基石你条条对着干，你不得病，谁得病啊，健康一定远离你。
”　 人生的各个要素：金钱、地位、财富、事业、家庭、子女都是“0”，只有身体健康才是“1”。
拥有健康就有希望，就拥有未来；失去健康，就失去了一切。
一个人能力再强，本事再大，就算你是个劳模，荣誉是谁的啊？
荣誉是领导的。
没有领导的关心、爱护、帮助扶持，你怎么会有今天的荣誉？
成绩是谁的啊？
成绩是大家的。
没有大家齐心协力，互相帮助，你又怎么能取得好的成绩呢？
金钱是谁的呢？
金钱是子女的。
你就是有金山、银山，你死了是1分钱也带不走啊！
你只能是空空手来，空空手走。
老伴是谁的呢？
老伴是人家的。
今天你死了，明天老伴跟别人走了！
荣誉是领导的，成绩是大家的，金钱是子女的，老伴是人家的，只有身体是你自己的。
要想做到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首先就要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切实地认识到健康的重要性，否则
，看再多的书，听再多的讲座都没有用。
生活中的许多点滴都是健康生活方式的表现，自己心里没把健康当回事，那只可能导致一种结果，健
康躲你远远的。
　最大的愚昧——靠高科技和新药物来保命　 现代人无论是生活环境还是饮食起居，都无法再恢复到
古人田园般悠闲惬意的状态，由于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各种类型的新疾病层出不穷。
很多同志人到中年，各种毛病都跑出来了，药罐子离不了身。
　 随着我国社会的老龄化发展，中老年病人的病种也越来越多。
用药也就越多，用药多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　 1、上了年纪，自觉腰酸背痛，腿脚也不灵便
了，深怕自己有个什么闪失，只要化验异常都要求用药。
　2、在不同科室诊察自然会开取不同的药。
　 3、这家医院觉得不行就去别家医院，因为用药习惯不同，往往会造成重叠用药。
　 4、盲目补钙补维生素，把这些当成必须用药。
5、生了病自己比较敏感，希望有种特效药包治百病，而对药物广告不加鉴别盲目购买服用。
因为对生病的恐惧，很多老年朋友都药不离身，稍有不适便吃药。
要知道用药种类越多，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越高。
有人统计过，同时用1～5种药物的病人，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18.6％；5种药物并用，不良反应发生率
增至81.4％。
另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有近1／3死亡的病人，死因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不合理用药造成的，特别
是老年人，因为上了年纪，心、肺、肝、肾脑等重要器官的功能显著减退，个体差异增大，一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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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不良反应，常常促使病情急转直下，造成无可挽回的结果。
另外，老年人对药物的不良反应缺乏应有的了解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上海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曾对该市金山区3352名中老年人做过一份调查。
调查表明，该区中老年人慢性疾病的患病率较高。
该区91.56％的中老年人一年内曾服过药，在接受调查时30天内曾经用药的占78.16％。
但老人们在用药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令人担忧。
相当一部分人服用剩余药品或者是亲戚朋友们送来的药；在用药过程中，多半的中老年人没有注意药
品的生产企业、批准文号、产品批号。
这都为安全用药埋下了隐患。
俗话说“凡药三分毒”，即便是副作用很小的药，日积月累起来，对人体的危害也是很大的。
特别是老年同志，各脏器的生理功能逐渐衰退，发病率增高，用药几率增大。
有人讲现代科技发达了，希望治病用高科技，高科技好是好，可代价太高，而且只为少数人服务。
相信高科技和新药物能拯救生命是最大的愚昧。
我们说心脏移植，全国第一例最成功的是在我们安贞医院做的，东北一个14岁的小女孩，心脏移植以
后活了214天，花了20多万元，每天1000多元钱，她用一种口服药，一小瓶100毫升5000块，打一针1500
块钱，太贵。
心脏很复杂，搭桥还要放支架，现在说冠心病治疗，可以用根导管，再放个架子，好倒是好，这个支
架长3厘米，内径3毫米，重量不到0.5克，多少钱呢？
25000元钱，一次放2个、3个，再搭一根导管18000元，用一次就得扔，做一回5万、7万、10几万，而且
高科技不可能使人恢复到原来没有病的状态，仍然不如不得病好。
　 我们控制高血压，很简单，一天一片药，减少脑溢血，真正的脑溢血要开颅打洞抽血，你就活了也
是半身不遂。
你还不如不得脑溢血多好啊！
我们医院有个同志高血压12年，他的血压很奇怪，200不难受，可一吃降压药他倒很难受了，他老不吃
药，打听了两个医生，一个医生说必须吃药；一个医生说，你既然吃药难受，就别吃了，他就不吃了
。
12年下来，动脉硬化、尿毒症，这可不得了，要透析，一个礼拜三次，一年9万元钱，结果透了10年，
花了90万元钱。
他爱人为他请了10年假，他整天坐在轮椅上，活不活死不死，浮肿贫血，最后也死了。
其实呢，一天一片药，3毛钱就管住了，他没有按照科学的办法，结果就花了90万。
其实预防很简单，减少很多人得病，减少很多人出意外，从这方面来讲，高科技远远不如预防好。
当前，医疗与健康已成为政府与公众日益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
医疗与健康是医学科学的两个侧面，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医学分健康促进、预防疾病、医学救治和功能康复四个阶段。
健康属于前两个阶段，覆盖全人类，比较具有战略性、前瞻性，侧重理念和人文科学。
医疗属于后两个阶段，包含患病人群和一部分亚健康人群，救死扶伤，解除病痛，侧重科技和自然科
学。
医学的根本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救治病人，更重要的是预防疾病，而最根本的则是健康促进，就是
提高全人类的健康水平，使发病减少，使健康水平、生活质量提高，健康寿命延长，使大多数人达到
自然生理寿命，做到自然凋亡。
自然凋亡犹如花开花谢，日出日落，是一种自然界美丽的循环，在人类就是无病无痛，无疾而终，平
安百岁，快乐轻松。
生如春花绚烂，走如秋叶静美。
美国社会福利局报告：单靠医疗技术，花费成百上千亿美元可以减少10％的过早死亡；而养生预防，
不用花多少钱，可以减少70％的过早死亡。
更重要的是，养生预防不只是为了省钱，养生使你健康，不得病，能够换来无价的生命的延续。
结果自己少受罪，儿女少受累，节省医药费，还造福全社会，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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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短暂的生命，繁杂的生活，必不可少的追求和欲望，让人渴慕健康。
新时代有新时代的健康观，教人怎样健康，是门大学问。
洪昭光教授开讲座、写文章，普及健康知识，惠人多多，自然是健康学的专家。
——文怀沙著名国学大师98岁健康老人洪昭光作为教育健康专家，他所从事的健康教育事业对中老年
人的饮食运动、心态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现在更显得尤为重要。
经历了SARS的疫情之后，健康教育应该更全面、更细致地推广。
希望通过做健康教育能进一步提高全民运动的积极性，使大众告别生活陋习，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建立良好的心态，普及健康知识，提倡全民健身，以健康的心态对待每一天。
——钟南山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健康教育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和有评
价的，核心是教育人们树立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生活方式，形成一种健康的文化氛围。
通过健康传播者，当然这个传播者有个人魅力，他的效果是非常之大，能够产生一种洪流，洪昭光教
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好的健康教育工作，为城市社区形成很好的健康文化氛围。
——钮文异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吃好不吃药>>

编辑推荐

《吃好不吃药:洪昭光健康饮食精华》是洪昭光教授全力打造健康饮食新风尚，掀起2008年健康养生理
念新风暴。
自己少受罪，儿女少受累，节约医药费，造福全社会，何乐而不为？
有人称我是健康的传道士，健康专家教授，甚至健康保健的开拓者。
但我最喜欢别人称我洪大夫，我关心和追求的是普通老百姓的身体健康，我倡导的绝不是贵族精英健
康和健美，而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一个健康饮食和生活习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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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短暂的生命，繁杂的生活，必不可少的追求和欲望，让人渴慕健康。
新时代有新时代的健康观，教人怎样健康，是门大学问。
洪昭光教授开讲座、写文章，普及健康知识，惠人多多，自然是健康学的专家。
 　　　　　　　　　　　　　　　　　　　——文怀沙　著名国学大师98岁健康老人 洪昭光作为教育
健康专家，他所从事的健康教育事业对中老年人的饮食运动、心态是非常有益的，特别是现在更显得
尤为重要。
经历了SARS的疫情之后，健康教育应该更全面、更细致地推广。
希望通过做健康教育能进一步提高全民运动的积极性，使大众告别生活陋习，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建立良好的心态，普及健康知识，提倡全民健身，以健康的心态对待每一天。
 　　　　　　　　　　　　　　　　　——钟南山 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 健康教
育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和有评价的，核心是教育人们树立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的行为生活
方式，形成一种健康的文化氛围。
通过健康传播者，当然这个传播者有个人魅力，他的效果是非常之大，能够产生一种洪流，洪昭光教
授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好的健康教育工作，为城市社区形成很好的健康文化氛围。
 　　　　　　　　　　　　　　　　　　　　——钮文异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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