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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建设委员会、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关于全国高职高专临床医学专业第六轮卫
生部规划教材修订工作的原则和要求，《预防医学》第4版教材继续贯彻“三基”（基本理论、基本
知识、基本技能），体现“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
本版教材围绕健康影响因素一疾病预防一健康促进的核心，以人群健康和个体保健以及“预防为主”
的观念为主线，把预防医学多个分支学科的知识串联起来，使其更加符合学科的固有知识体系、内在
逻辑联系及特有的思维方式，力求形成思想完整的教材体系。
本教材重点阐述基层医生在社区范围开展预防工作必需的、应用最广的知识和技能，并通过案例引导
学生带着问题自主学习，注重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
　　本版教材承袭第3版教材的基本框架，调整、重组了部分章节，在绪论之后共设十章。
绪论重点阐述健康及其影响因素、三级预防策略、循证医学及其应用。
以“预防服务”作为开篇章节，并增加了临床预防服务与健康管理的基本内容，重点讲述临床场所开
展个体化健康咨询及危害健康行为干预。
“合理营养与健康”一章删去了重复的内容，增加了特殊人群的营养指导。
第三章至第七章，重点介绍社区环境卫生、食品安全与食品卫生、职业卫生，影响居民健康的传染病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慢性病和伤害的预防与控制，增加了危险度评价的基本理论、职业病管理、
医源性疾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策略的内容。
第八章为新增加的内容，即“卫生系统与医疗保障”，希望使学生从宏观角度了解我国的卫生系统和
卫生组织机构以及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保险与医疗保障体系。
第九章和第十章分别为人群健康研究的统计学方法和流行病学方法，在适当精简内容的前提下，加强
了基层工作必需的基本技能。
将使用Excel软件绘图和分析资料融入统计方法各节中，力求使学生学会应用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将诊
断试验评价单列一节，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科学评价诊断试验临床价值的方法，为在临床工作中合理
选用诊断试验并正确解释其结果打下基础。
此外，本书将部分课堂教学内容以案例形式放在“实习指导”中，期望能把实习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
。
　　本教材主要作为临床医学及护理、检验等专业三年制学生的必修课教材，也可以作为国家助理执
业医师考试的备考参考书。
同时编写的配套教材《预防医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2版，便于同步用于教学，帮助学生理解教材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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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预防医学（第4版）》将部分课堂教学内容以案例形式放在“实习指导”中，期望能把实习与
课堂教学结合起来。
本教材主要作为临床医学及护理、检验等专业三年制学生的必修课教材，也可以作为国家助理执业医
师考试的备考参考书。
同时编写的配套教材《预防医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2版，便于同步用于教学，帮助学生理解教材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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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第一章 预防服务第一节 临床预防服务与健康管理一、临床预防服务与健康管理概述二、健康危
险因素评估三、健康维护计划的制订与实施第二节 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一、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概述
二、健康促进的实施三、健康咨询第三节 健康相关行为及其行为干预一、行为与健康二、成瘾行为的
干预三、体力活动促进第四节 社区预防服务一、社区预防服务的概念及特点二、社区预防服务的内容
三、社区预防服务项目实施与管理第二章 合理营养与健康第一节 营养的基本概念一、营养与营养素
二、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第二节 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一、宏量营养素与能量二、微量营养紊第三节 
合理营养与膳食指导一、合理营养与平衡膳食二、膳食指南与平衡膳食宝塔第四节 特殊人群的营养指
导一、孕妇与乳母营养二、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三、老年人营养四、病人营养第三章 社区环境卫
生第一节 社区环境污染的危害与控制一、环境与环境污染二、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影响三、环境污染的
健康效应四、环境污染物的危险度评价五、环境污染的控制第二节 饮用水安全与卫生一、饮用水与健
康二、生活饮用水的卫生学评价三、饮用水安全的卫生学措施第三节 住宅卫生与室内空气污染一、室
内空气污染的来源与特点二、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疾病三、室内空气污染的防制第四章 食品安全与食
品卫生第一节 食品安全与食品污染一、食品安全与食源性疾病二、食品污染与食品污染物三、各类食
品的污染及其防制第二节 人畜共患传染病与寄生虫病一、人畜共患传染病及其防制二、人畜共患寄生
虫病及其防制第三节 食物中毒一、食物中毒概述二、细菌性食物中毒三、真菌毒素和霉变食品中毒四
、有毒动植物食物中毒五、化学性食物中毒六、食物中毒调查与处理第五章 职业性卫生服务与职业病
管理第一节 职业性有害因素及其健康损害一、物理性有害因素二、化学性有害因素三、生物性有害因
素四、不良生理、心理因素第二节 职业卫生服务与健康监护一、职业卫生服务二、职业人群健康监护
第三节 职业病与职业病管理一、职业病概述二、常见职业病三、职业病管理第六章 疾病预防与控制
第一节 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一、传染病的流行过程二、传染病预防控制的策略与措施三、新时期传染
病的流行特点及其防治对策四、计划免疫第二节 生物地球化学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一、碘缺乏病二、
地方性氟中毒第三节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一、心血管疾病二、糖尿病三、恶性肿瘤四、慢
性阻塞性肺部疾病五、慢性病自我管理第四节 伤害的预防与控制一、伤害的概念与分类二、伤害的预
防策略与干预三、主要伤害的干预措施第五节 医源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一、医院感染二、药源性疾病
第七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应急策略第一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述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征
与危害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类与分级第二节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原则与程序一、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原则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调查处理程序三、医疗机构的作用与应急反应措
施第三节 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应急处理一、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概述二、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应急
处置原则三、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暴发调查四、医疗机构的职责与临床救治原则第四节 急性化学中毒
的应急处理一、急性化学中毒概述二、急性化学中毒的主要毒物三、急性化学中毒的急救与处理第五
节 电离辐射损伤的应急处理一、电离辐射概述二、急性放射病临床表现与诊治原则三、电离辐射事故
应急控制第八章 卫生系统与医疗保障第一节 卫生系统与卫生组织机构一、卫生系统概述二、卫生系
统的功能与目标三、卫生组织机构第二节 医疗保健体系一、医疗保健体系的概念与功能二、医疗保健
的基本要求三、医疗保健的组织机构四、初级卫生保健第三节 公共卫生体系一、公共卫生体系的概念
与功能二、公共卫生的组织机构三、爱国卫生运动第四节 医疗保险与医疗保障体系第九章 人群健康
研究的统计学方法第十章 人群健康研究的流行病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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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预防医学的特点　　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关系密切、不可分离，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交叉
、相互促进，但又各有分工、各具特点。
预防医学的主要特点：①预防医学的工作对象包括个体和确定的群体、病人和健康人，但更侧重于健
康人群和无症状病人；②预防医学注重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但更侧重于健康影响因素与人
群健康关系的研究；③预防医学的工作贯穿于疾病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但更侧重于疾病发生前的预
防与健康促进；④预防医学采取的对策具有更为积极的预防作用、更大的人群健康效益。
　　群体预防必须建立在个体预防的基础上，预防医学也重视针对个体的预防，如近年来提出的临床
预防服务。
开展临床预防服务需要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的密切结合。
　　二、健康及其影响因素　　（一）健康观　　健康观是指人们对健康的看法。
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了现代健康观：“健康（health）是躯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
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
躯体健康是指机体结构完好、功能正常；心理健康的含义包括正确认识自我、正确认识环境和适应环
境；社会适应能力的内涵包括三方面，即个人能有效地扮演与其身份相适应的角色，个人的能力在社
会系统内得到充分发挥，个人的行为与社会规范一致。
　　1986年，WHO在《渥太华宪章》中进一步延伸了健康的定义，指出“健康是日常生活的资源，而
不是生活的目标。
健康是一个积极的概念，它不仅是个人身体素质的体现，也是社会和个人的资源”；“为达到身心健
康和较好地适应社会的完美状态，每一个人都必须有能力去认识和实现这些愿望，努力满足需求和改
善环境”。
作为人力资源的组成部分，健康的直接作用是使劳动力保持良好的体力、充沛的精力和平衡的心态，
提高个体劳动生产率；从人群角度，保证人人健康可以提高整个国民素质，使人力资本的使用时间延
长、使用效率提高，减少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医疗费用的支出，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健康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和基本权利，健康权是与每个人密切相关的、实实在
在的人权，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
健康不应只是拥有较长的寿命，还应该有更好的生命质量；健康的维护不应只靠医生与药物，而应该
主要依赖于自我保健与预防措施。
　　健康与疾病具有相对性和连续性，健康与疾病之间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一个人从健康一疾病一健康（或死亡），可以认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称为健康疾病连续带；一个群
体从健康问题低分布一健康问题高分布一健康问题低分布，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称为疾病分布或健
康问题分布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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