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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根据卫生部颁发的四年制中等护理专业教学计划大纲编写的，供四年制中等护理专业使用，
也可作为社区医士、助产士等专业的补充教材。
    全书包括绪论、环境与健康、卫生保健促进、社区卫生保健及研究方法、社区常用医学统计方法、
疾病防制等章节，共有实习9个。
本书以体现医学模式的转变和整体健康概念、人和环境的平衡观念、健康和疾病的连续观念和预防为
主方针，以及强化中等护理专业培养实用型人才为目标。
体现护理教改指导思想，按照四年制中等护理专业教学计划大纲精神，落实中等护理专业培养目标和
《卫生保健》课程目标为指导思想，使全书在体系和内容方面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能反映医学模
式的转变。
由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健康的概念也随之改变，故教材突出世界卫生组
织对健康的定义，并阐述心理健康和保健、健康促进和改变不良生活行为习惯，以及健康教育的内容
及其实施等。
    再者，能贯彻护理专业教改的指导思想。
在《卫生保健》内容上，突出社区保健、社共护理、社区健康教育的内容、实施和效果评价等，将预
防保健、整体护理、健康教育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的重要工作内容，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卫生
服务需求。
因此设置《卫生保健》课程，以及学科本身都体现了护理教改的指导思想。
    最后，教材实用性强，可操作性强。
体现在预防性卫生服务、自我保健、家庭保健、社区保健、社区护理、社区健康教育等内容具体、实
用、可操作；并且根据护士实际工作需要编写流行病学方法和医学统计方法的内容，前者以现况调查
方法及其应用为重点，后者着重撰写常用方法，有统计表与统计图、平均数与标准差、相对数、常用t
和四格表资料X2检验。
更为重要的是在编写具体内容时，能强化目标观念，淡化学科意识，紧密结合实际，使教材实用性强
、可操作性强，以培养学生预防保健和社区护理工作能力，更好地为个体、家庭、社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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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生活方式是社会及其成员中占优势的社会、个人和卫生规范，是人们长期受一定民族文化、经
济、社会习俗、规范以及家庭影响所形成的一系列生活意识、生活习惯和生活制度。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类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人们对行为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范围越来越宽，自
由度也越来越大。
不可否认这是人类进步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使得行为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大。
众多研究表明，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疾病谱和死因谱构成不同，但不良行为生活方式对健康
危害的趋势却是一致的。
发展中国家的疾病主要是由贫困导致的恶劣生活条件和不良卫生行为习惯所造成的不良卫生状况所致
；发达国家的疾病则是由偏食、孤独、吸烟、酗酒、药瘾、淫乱等不良生活方式所致。
    改变个人的行为生活方式，如保持和增进健康的行为、戒烟、戒酒、改变A型性格、起居有常、参
加体育活动、注意合理饮食、保持心情舒畅对付各种应激、抛弃不良嗜好，可明显地降低心脏病、高
血压和脑血管病、肺癌等疾病的死亡率。
美国曾对11 000名高血压患者随访观察，5年后发现防治组心血管病死亡率比对照组降低26％。
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 978年制订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中就已把卫生行为的研
究和用卫生行为科学方法解决卫生问题作为重要目标提出。
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对控制腹泻病提出5个主要策略，其中有3个都是行为措施(改善营养、安全用水
以及良好个人和家庭卫生习惯)。
这充分说明了健康行为生活方式在防制疾病、促进群体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
    自然环境是指人类周围的客观物质世界，如空气、水、土壤、食物和其他生物等。
自然环境分为原生环境和次生环境，其中存在着许多对人体健康有利的因素．如清洁的并具有正常理
化构成的空气、水、土壤；适宜的太阳辐射和气候等都对人体健康有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地理地质原因，某些地区的水、土壤和食物中某些化学元素含量过多或不足．可导致化学
性地方病的发牛。
此外，由于人类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活动，可使自然环境遭受破坏，并对人群健康造成直接或间接
危害。
构成人类自然环境的因素主要有：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等。
    (一)化学因素    自然环境中存在的化学组成成分通常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是保证人
类正常活动和机体健康的必要条件。
人体必需的一些化学元素如铁、碘、氟、铜、硒等，大多数是通过水、上壤和食物供给人体的，并对
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历史的变迁。
自然界的化学物质可通过自然灾害和人为活动释放到环境，特别是随着现代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化学
物质的种类和数量剧增，当今进入环境中的化学物质多达数百万种以上且逐年增加，其中部分化学物
质在．定条件下可被分解，但是某些金属、非金属和人工合成化学物质性质稳定．在环境中不易分解
破坏。
当这些化学物质在环境中达到一定浓度或人体长期接触时可对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二)物理因素    环境中的物理因素如气温、气湿、气流、气压，阳光中的紫外线、红外线等，都具有
一定的生物功能并综合作用于人体，可对健康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环境中的物理因素对机体的良性刺激，有利于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和延年益寿。
如气流可通过垂直或水平运动保持大气中的化学平衡并有利于有害气体和粉尘的稀释或扩散；阳光中
的紫外线有杀菌和预防佝偻病的作用，红外线可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
然而，当这些物理因素的强度、剂量和作用于人体的时间超过一定程度时，反而对机体造成危害或引
起疾病，如高温可致中暑，低温可致冻伤，低温湿环境易使机体发生呼吸道感染。
接触过量的太阳辐射可对机体产生有害作用，如导致日光性皮炎等。
在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中产生的物理因素如噪声、振动、电离辐射等有害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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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和振动干扰人们的情绪，长期接触可引起听力损伤和振动性疾病；电离辐射接触过量可诱发白血
病、肿瘤的发生。
气温还对某些传染病的地区分布有明显的影响，这是通过病媒昆虫或宿主动物的生态活动而起作用的
。
    (三)生物因素    环境中的生物因素包括各种动物、植物、微生物等。
自然界生物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人类作为生物之间的主体．当然会受到其他生物因素的作用．，环境中的微生物在门然界的物质循环
和能量转换中以及在人类环境的净化过程小，发挥着极I(重要的作用。
如：壤小的氨化微生物呵将含氮有机物分解为氨和铵盐而无害化。
但是，有些细菌、病毒、寄生虫、真菌等微生物却可成为人类的致病因素。
这些致病的微生物‘般都是通过空气、水、土壤、食物等环境条件危害人体健康的。
在人类历史上．病原体引起的伤寒、霍乱、鼠疫、血吸虫病、痢疾等疾病．曾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许多昆虫和动物在某些人类传染病方面起着传播和煤介作用；／T的牛物体本身含毒；有些微生物在
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毒素．通过．定方式与人体接触即叮对人体造成危霄．如食用岔黄曲霉毒素的食
物．误食河豚危和毒草所引起的中毒等。
    此外，在地球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地质历史条件的辣，，．逐渐形成地壳表面元素分布的不均匀性
．这种不均匀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影响着世界各地区的人类、动物和植物的发展，甚至导致人体健
康的损害。
如地质环境小适量的氟。
是人体所必需的,O.5-I.OPPm能被牙釉质中的肝磷灰行吸附．形成坚硬质密的氟磷灰石表面保护层，能
抵抗酸性物质腐蚀，抑制嗜酸菌活性，拮抗某些酶对牙齿的不利影响，发挥防龋作用。
但过量的氟(人于I．OPPm)进入机体则可造成各种病变损害和中毒，表现斑釉齿、氟骨症等病变。
    二、自然环境有害因素对健康的损害    自然环境的任何改变．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人体的正常生
理活动。
当环境中存在着有害因素时．就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自然环境中存在的有害因素主要是由环境污染造成的。
    (一)环境污染    1．环境污染的概念  由于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使污染物进人人类环境，对居民的身
体和精神状态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甚至是潜在的有害影响．或在很大范围内妨害各种生物的生活．
使环境条件恶化，影响生态平衡，称为环境污染。
具体来说，环境污染是指有害物质(主要是工业“三废”和噪声等)对空气、水、土壤和食物的污染，
达到致害的程度，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或潜在的有害影响。
    环境污染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因素所造成。
人口不断地增长和社会生产发展，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能源(煤炭、石油)和资源(金属、非金属矿物、
动植物等)的范围不断扩大，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农药、化肥、塑料、合成纤维、橡胶、食品添加剂
、医药等)与日俱增，大量工业三废(废气、废水、废渣)和生活废弃物(粪便、垃圾、生活污水)的排放
，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也可由自然原因所引起，例如火山爆发、地震、台风、洪水、旱灾、虫灾、疾病流行等自
然界发生变迁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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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绪论从医学发展史上看，多少年来，医学基本上是围绕疾病而展开的。
医学发展的道路漫长而曲折，并直接受社会政治、经济和人类不同时期的需求所制约。
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的高度进步，人们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地认识健康、需要
增进健康以获得健康幸福的生活。
人类的需要是促进医学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在这种情形下，医学重心由疾病向健康转化，是医学发展的大趋势，是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必然结
果，是人类对医学提出的更新、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将增进健康作为突出的社会任务，以满足人民
对健康的需求。
    一、《卫生保健》的性质和任务    《卫生保健》是从预防观点出发，研究人群健康、疾病与外界环
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运用社会医学、行为医学和环境医学等现代医学措施，以达到预防疾病、增进健
康、延长寿命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一门课程。
    《卫生保健》是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实现“健康为人人，人人为健康”的一门重要课程。
是培养能初步运用预防保健知识、按照人的基本需求和生命发展不同阶段的健康需要，向个体、家庭
、社区提供整体护理和保健服务，并能进行健康教育的新型护士的一门必修课。
    鉴于上述要求，《卫生保健》的基本任务是：    阐明健康的新概念，使人们确立整体的健康观，充
分认识健康是全社会的共同目标，是人类进步所不可缺少的，不但有经济价值，还体现了社会的正义
和进步。
为了人们共同的利益，必须树立社会大卫生观念，做到“健康为人人，人人为健康”。
    叙述人与环境的整体观、平衡观，健康和疾病的连续观，充分认识自然因素和社会、心理因素对人
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为此必须对个人和群体采取预防和保健措施，控制各种影响因素，提高环境质
量和生活质量，以保护健康、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延长寿命。
    阐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战略意义和我国预防保健战略和措施的特点，以及初级卫生保
健、三级预防、三级医疗预防保健服务的组成、内容和实施，使卫生保健和护理服务到人们生活和生
产的地方，服务到个人。
        应用社区常用医学统计方法和流行病学方法，开展社区人群健康状况的调查研究，描述和分析人
群健康与疾病状况，了解人们的卫生保健需求，提出解决各项卫生保健问题和常见疾病的预防及其控
制措施。
    利用现代医学及相关科学技术，做到预防、保健、医疗、康复相结合，求助和自助相结合，医学和
社会相结合，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相结合，开展个人、家庭、社区的保健和护理各项技术服务，进行
健康教育和指导，改变人们不良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建立起科学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以
促进和维护个人和群体的身体和精神的健康。
    为完成上述基本任务，《卫生保健》提供了必要的卫生保健知识和技术，将卫生保健服务落实到社
区、家庭和各类人群中去。
因此，《卫生保健》从预防观点出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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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生保健”，就是从预防观点出发，研究人群健康、疾病与外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运用社会医
学、行为医学和环境医学等现代医学措施，以达到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生活质量的
目的。
本书系统论述卫生保健的方方面面，是护理人员的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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