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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供本科护理学类专业）：新编护理学基础（第2版）》共分22章，约70万字
，插图约250幅。
第1-10章系统介绍了护理学的基本理论，第11-23章详细阐述了护士必须掌握的基础护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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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疾病的概念 （一）疾病 疾病是机体的某部分、器官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异
常或紊乱。
但不同学科对疾病的认识有不同的侧重点。
 1.辞海对疾病的定义疾病是指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所引起的一种复杂的、有特定表现的病
理过程。
此刻，人体正常的生理过程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表现出特定的症状和体征，机体对外界环境变化的
适应能力降低，劳动能力也可能受限或丧失，甚至缩短正常的生命过程。
 2.生物学的疾病定义生物学观点认为：①疾病是细胞、器官或组织损伤的结果。
此观点忽略了仅有功能改变而无病理变化的不适状态。
②疾病是生物学的变量，是机体的功能、结构和形态偏离了正常状态。
此观点看到了疾病的本质，但存在孤立和片面的缺陷，难以对神经心理性疾病作出解释。
③疾病是机体内环境动态平衡的紊乱。
这是以整体观点去看待疾病，显示人们在疾病认识上的进步，但有些状态，如四肢麻痹、侏儒等，又
很难用内环境稳定状态被打破来解释。
 3.社会学的疾病定义社会学观点认为：疾病是指社会行为，特别是劳动能力的改变。
该定义注重的是疾病的社会后果，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努力消除疾病，战胜疾病。
 4.哲学的疾病定义哲学的观点认为：疾病是机体损伤与抗损伤的斗争过程，或是机体应付有害因子作
用的过程，如免疫性疾病、器官功能不全、休克、肿瘤、水肿。
该观点揭示了疾病过程的实质，在疾病治疗的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但此观点也不能解释所有的疾病现象，而且并不是所有的损伤和抗损伤过程都是疾病。
 上述认识疾病的观点相互补充，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更全面和更深入。
 （二）患病 患病（illness）是个体不健康的主观体验，是个体生理、心理、社会、发展或精神功能的
良好体验减退或受损的状态。
一个人因为疾病而感觉患病了或仅感到不适，而另一个人即使患有某种疾病也可以没有病了的感觉。
例如，有的人在不知道自己已患肝癌时，感觉自己很健康，此时他能像往常一样继续完成他的工作；
一旦知道自己疾病的情况，就可能认为自己病人膏肓，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
由此可见，患病与疾病并不等同，患病可以与疾病有关，也可以无关，它涉及个人生命存在状态和社
会功能的改变。
因此，患病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只有个体自己才能判断自己是否患病。
 护士不仅要熟悉不同种类的疾病及其治疗，更要关注护理对象机体功能和健康各维度受各种因素影响
，包括疾病，而出现的患病感。
 二、现代疾病观的特点 现代疾病观认为，疾病不仅是机体组织器官功能、结构和形态的改变，还包
括各组织器官、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人的心理与躯体因素的相互联系，以及个体与所处的社会环境
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
可见，疾病是机体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的复杂过程。
依据现代疾病观，疾病有以下特征： （一）疾病是生命活动的整体反应过程 在生命活动中，疾病是
与健康相对应的生命现象，是机体整体的反应过程。
这一过程涉及机体的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各层次，而临床上疾病又常表现在一定部位。
因此，疾病并不是脱离局部的整体反应，也不是不受整体支配的局部存在。
认识疾病必须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不能只关注疾病的局部表现而忽视机体的整体反应。
 （二）疾病是机体动态平衡的协调发生障碍 人体的结构形态、功能和代谢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
们相互制约，共同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而疾病正是这种动态平衡状态的失调或破坏，使机体内部各系统之间和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协调发
生障碍，使生命活动偏离正常。
这就是疾病过程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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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疾病是机体对内外环境适应的失败 疾病是人体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的结构形态、代谢和
功能的改变。
这些内外部因素就是机体发生疾病的原因，其变化实质是机体对内外环境适应的失败。
这说明疾病是内外因素作用的客观过程，而个体的适应能力是个体维持健康的重要内部机制。
 （四）疾病是身心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过程 疾病不仅是躯体生病，还包括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异常
。
所以，仅仅针对生理和生化异常的“合理治疗”不一定使患者完全恢复健康，必须配合心理和社会因
素方面的措施和手段。
 综上所述，疾病（disease）是机体在内外因素作用下而引起的一定部位的结构形态、代谢和功能的变
化，表现为损伤与抗损伤的整体病理过程，是机体内外环境动态平衡状态的破坏或机体偏离正常状态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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