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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环境健康学基础》是高等学校通识课教材，《环境健康学基础》坚持“以人为本、以健康为核
心”的主线，结合国内外最新发展趋势，将环境健康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与实际的环境与健康问题有
机结合，从不同视角全方位地阐述了环境与健康的关系。
　　《环境健康学基础》分为十章。
第一章阐述了环境健康学的研究内容和基本研究方法；第二章阐述了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健康影
响；第三、四、五章分别论述了大气、饮用水、土壤与健康的关系；第六章 将住宅、办公场所、公共
场所均纳入居住环境的范围了对居住环境与健康的关系进行了讨论；第七、八章分别对物理因素和家
用化学品可能对健康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论述；第九、十章重点阐述了职业性有害因素以及食品污染对
健康的影响。
　　此外，为了使读者更好地掌握相关内容，《环境健康学基础》大部分章内附有案例讨论，并采用
资料框的形式对一些问题或专业术语给予补充说明，使教材的形式更加生动活泼，教材的内容更加通
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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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环境健康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一、环境健康学的形成二、环境健康学的研究对象
和内容第二节 环境与人一、环境的分类二、环境与人的相互作用第三节 原生环境的健康问题一、气
象因素与健康二、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第四节 环境污染与健康一、环境污染与环境污染物二、环境污
染物的健康危害特点和类型三、公害与公害病四、全球环境问题与健康第五节 环境健康学的基本研究
方法一、环境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二、环境毒理学的研究方法第六节 环境健康学展望一、可持续发展
与环境健康学二、生活质量与环境健康学第二章 气候变化与健康第一节 概述一、全球气候变化概况
二、人类活动与全球气候变化三、气候变化的影响四、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第二节 气候变化与
健康一、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直接影响二、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的间接影响三、气候变化对世界不
同地区人群健康影响的差异第三节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一、控制气候变化措施二、预防气候变化健康危
害措施三、案例讨论：气候变化对虫媒病流行影响的研究第三章 大气与健康第一节 大气污染一、大
气污染的来源和类型二、大气污染物三、影响大气污染物浓度的因素四、大气污染物的转归五、全球
大气污染问题第二节 大气污染对健康的影响及个人防护一、大气污染物进入人体的途径二、大气污染
对健康的直接危害三、大气污染对健康的间接危害第三节 大气中主要污染物对健康的危害一、颗粒物
二、．多环芳烃三、一氧化碳四、二氧化硫五、氮氧化物六、光化学烟雾七、案例讨论：伦敦烟雾事
件第四节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质量监管一、大气环境质量标准与基准二、大气环境质量标准的制定原
则三、我国大气环境质量监管体系四、大气污染的防护措施第四章 饮用水与健康第五章 土壤与健康
第六章 人居环境与健康第七章 物理因素与健康第八章 家用化学品玉健康第九章 职业与健康第十章 食
品与健康主页参考书环境健康学英汉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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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信息偏倚：又称观察偏倚或测量偏倚，是由于测量暴露与结局的方法有缺陷所致的误差，主要
有以下两类：a.回忆偏倚（recaIl bias）：由于被调查者记忆失真或不完整，造成结论的系统误差，其
产生与调查时间和事件发生的时间间隔、事件的重要性、被调查者的构成以及询问技术有关。
为减少此类误差，应充分利用客观的记录资料，选择不易被忘记的重要指标进行调查，并重视问卷的
提问方式和调查技巧。
b.调查偏倚（investigation bias）：病例与对照的调查环境或条件不同，调查技术和质量不高，以及采用
仪器设备测定时质量控制不严等，均可产生调查偏倚。
尽量使用客观指征、做好调查的质量控制，可减少该类误差。
　　（6）病例对照研究中对混杂因素的控制：首先在设计时采用限制和配比的方法来选择研究对象
。
在分析资料时可采用分层调整或标化，或用数学模型拟合。
但无论采用何种方法，首先要能识别混杂因素，并收集关于混杂因素的资料。
　　（7）病例对照研究的优点和局限性：病例对照研究相对省力、省钱、省时间，能充分利用资料
信息，易于组织实施，对研究对象一般没有伤害。
它特别适合于罕见病的研究，有时往往是此类研究的唯一选择。
病例对照研究可以同时研究多个因素与某种疾病的联系，特别适合于探索病因的研究。
除此之外，它还可用于预防效果评价等方面的研究。
然而，病例对照研究也有其局限性。
它不适于研究人群中暴露比例很低的因素，这样需要很大的样本量；选择研究对象时很难避免选择偏
倚，而获得既往信息时又易出现回忆偏倚；信息的真实性难以保证，暴露与疾病的时间先后常难以判
断；此外，病例对照研究不能测定暴露组与非暴露组疾病的概率。
　　对病例对照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时，应比较下列四种可能性的大小：①所观察到的相关关系是否由
偏倚引起——论证样本的代表性和资料的可比性；②是否由混杂因素引起——考虑主要的混杂因素是
否均得到控制；③是否由机会作用引起——随机误差；④因果联系：排除上述三项作用后，在作出因
果联系的判断之前还要考虑到联系的时间顺序、普遍性、密切性、特异性及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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