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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山西省主委、山西中医学院院长周然教授主持编写的《农村卫生适
宜技术推广丛书》（共17册），作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及产品研究与
应用”重大项目实施的适宜技术推广丛书，由科学出版社付梓印行，是一部向广大农村卫生技术人员
传播最新适宜技术的力作。
读后感触颇深。
一个时期以来，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日益凸显。
究其原因，“难”在资源失衡，先进技术过于向中心城市倾斜；“贵”在技术错位，农村适宜技术推
广工作严重滞后。
科技部不失时机地组织实施“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及产品研究与应用”重
大项目，目标前移，重点下移，有的放矢。
堪称“民心工程”。
项目的实施和技术的推广，核心在于人才的培养，只有源源不断地培养和造就真正掌握农村卫生适宜
技术的人才，才能使大量的适宜技术广播于乡村，惠及于农民。
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广大农村医疗机构常常因缺乏经费不能及时派学员学习进修，技术难以
更新，或者虽经努力得以外出深造，也因不能组成团队，技术不相匹配，终究难以解决农村的实际问
题。
周然教授率领的山西省项目组，经过反复调研，形成了“围绕一条主线、抓住两个重点、实现一个目
标”的基本思路。
“一条主线”就是以推广农村卫生新型适宜技术为主线，“两个重点”一是人才培养、二是区域示范
，“一个目标”就是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适宜技术推广模式。
其中独具特色的是，把该丛书的编写作为人才培养和技术推广的基础工程和前置项目，集国家推广的
适宜技术之大成，经过编著者的辛勤努力，编著成了这部十分符合我国国情并紧扣农村医疗卫生实际
的培训丛书，对于实施“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及产品研究与应用”重大项
目可望发挥重要的示范性和带动性作用。
对于解决广大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人口素质，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笔者欣然为其作序，并期望该丛书可在我国医疗卫生体系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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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丛书”之一。
全书对我国常见8种地方性疾病的概念、流行概况、病区判定与划分、诊断标准与处方用药规律等进
行了阐述。
 　　本书的编写考虑到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机构的特点，注重内容的科学性、实用性和针对性，坚持
体现“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内容，突出中西医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及临床适宜技
术的推广应用，特别是详细介绍了收集到的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立项推广的适宜技术。
 　　本书可供县级及县级以下医务人员使甩，也可供农村卫生适宜技术项目推广培训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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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地方病定义《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地方病学卷》定义：地方病（endemic diseases）是指属于某些
特定地区发生或流行的疾病，或是在某些特定地区经常发生并长期相对稳定的疾病。
地方病的发生与流行，与病区中的某种地球化学或生物因素密切相关。
长期居住在病区的人群均有发病之可能。
其发病与否取决于个体暴露时间、暴露程度以及对相应病因的易感性。
地方病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地方性发生，而地方性取决于当地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从这个意义
上讲，地方病是非常典型的环境病，其中心内容是“必须在病区环境中寻找病因（致病物质）”，“
必须使用改造环境的综合手段阻断致病物质进入人体的途径”，“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主要体现政府行
为”。
综上所述，地方病应当是医学方面的一个独立学科，它有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党和各级政府对地方病防治工作的重视、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与文化水平的
提高，地方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我国地方疾病病区广阔，暴露人口众多，某些种类的
地方疾病依然危害着病区健康，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防治地方病是我国卫生工作的长期任务和工作重点之一。
二、地方病分类虽然地方病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疾病，这个名词亦较常见于医学文献中，但至今尚无
理想的分类方法。
大部分地方病资料散杂于内科、传染病、寄生虫病等学科中。
为方便地方病基础理论、预防、治疗的研究，现按致病因素的性质加以分类。
　1．生物性地方病　在某些特异的地区，由于某些致病生物或某些疾病媒介生物孳生繁殖所致。
如前苏联、美国等国家的一些人烟稀少的草原和荒漠地区，存在着野鼠鼠疫的自然发源地。
人进入疫区，就可能患病。
生物性地方病的共同特点是致病因子均为有生命的生命体，往常多列于传染病、寄生虫病等学科之中
，具有一般传染病的流行病学特点。
流行过程的三个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亦适用于此。
今分类如下：（1）病毒性地方病：本组地方病的致病因子均为病毒，如黄热病、森林脑炎、出血热
、流行性乙型脑炎、白蛉热、登革热、口蹄疫等。
除口蹄疫外都由吸血节肢动物作传播媒介，若消灭传播媒介，则该病不复存在。
（2）立克次体性地方病：病原体为立克次体，如卷虫病、地方性斑疹伤寒、北亚壁虱性斑疹伤寒，
洛杉矶斑疹伤寒、马赛热、水疱性立克次体病、壁虱性阵发性立克次体病、澳洲蜱性斑疹伤寒等，传
播媒介亦为吸血节肢动物，疫源动物多与鼠类有关，故吸血节肢动物和鼠类为本组疾病的决定地方性
因素。
（3）细菌性地方病：病原体为细菌，如鼠疫、布鲁杆菌病、炭疽病、土拉伦斯病、李斯特菌病、马
鼻疽等，多为野生动物或家畜疾病。
牧区家畜及自然疫源动物的存在决定地方性特点。
（4）螺旋体性地方病：病原体为螺旋体，如钩端螺旋体、鼠咬热、雅司、蜱传回归热、日本七日热
、地方性梅毒等，大部分为野生动物病，故疫源动物存在为决定地方性因素，少部分如地方性梅毒为
人类疾病，决定其地方性的因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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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方性疾病中西医诊疗技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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