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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为环境与健康、医学统计方法两篇。
第一篇主要介绍各种环境因素包括生活环境、饮食、生产环境、社会心理因素与健康的关系，第二篇
主要介绍各种医学统计方法，包括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描述、数值变量资料的统计推断、分类变量资
料的统计描述与推断、直线相关与回归、统计表与统计图、常用的统计软件介绍。
书后还介绍了7个实习内容。
本书重点介绍预防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内容上注重新颖、实用。
    本书可作为医学院校教材，也可作为全科医生岗位培训和社区卫服务管理人员的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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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国是地方病流行严重的国家，重病区多集中在西部地区、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病区呈灶状分
布。
受地方病威胁的人口达4.2亿多，各类病人达5100万。
地方病按病因可分为2类：自然疫源性地方病，包括鼠疫、布氏杆菌病、血吸虫病、疟疾等；地球化
学性地方病，如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克汀病、地方性氟中毒、地方性砷中毒等。
被列为我国国家重点防治的地方病有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克汀病、地方性氟中毒、大骨节病、克
山病、鼠疫和布鲁菌病7种。
本节主要介绍地球化学性地方病。
判断一种疾病是否是地球化学性地方病，需要符合下列条件：疾病分布有明显的地区性，与该地区地
质中这种人体必需元素过多或缺乏密切相关，在不同时间、地点、人群中均有同样的相关性。
②疾病的发生与地质中某种元素之间有明显的剂量反应关系。
以上的相关，可用现代医学理论加以解释。
　　我们还应认识到地方病与公害病不同，表现在3个方面：成因不同：地方病是发生在某一特定地
区、同一定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的疾病。
而公害病是由人为原因引起的环境问题，它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物质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以及由
此而引起的地区性疾病。
②特征不同：地方病在一定地区内流行年代比较久远，而且有一定数量的病人表现出共同的症状，人
群患地方病后难治愈，但不遗传。
若摸清发病原因，还可控制症状的发展，甚至在子孙后代中消除。
公害病对人群的危害广泛，处于公害病范围的人群，不论年龄大小，甚至胎儿均受影响，且公害病的
流行，一般有长期（十几年或数十年）陆续发病的特征，也可能出现急性暴发性流行，使大量人群在
短时间内发病。
③分布不同：地方病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多发生在经济不发达、同外地物质交流少以及卫生保健
条件不良的地区。
然而公害病多发生在工业发达、经济条件优越的城市及附近乡村。
　　地方病的预防和控制措施有：①改革地方病管理体制，健全专业队伍。
卫生部设有全国地方病防治办公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②建立地方病监测系统。
地方病的监测是有计划、有系统、有规律地连续观察地方病消长趋势、影响因素和预防措施效果，为
控制和最终消灭地方病提供科学依据的一种方法。
通过经常性监测，收集、分析、提供地方病动态信息资料，研究地方病的流行规律，做出预报预测并
评价防治效果。
③补充环境和机体缺乏的元素，限制环境中过多的元素进入机体。
④认真执行防治地方病的法规。
我国先后颁布了～系列方针、政策、规定，对地方病的防治工作进行规范。
它们是《全国地方病防治工作规划》、《卫生部关于完善地方病防治工作达标考核验收办法的通知》
、《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中国2000年消除碘缺乏规划纲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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