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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适应目前高等医学院校的教育现状，提高医学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医学人才，
科学出版社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模式，独创案例与教学内容相结合的编写形式
，组织编写了国内首套引领医学教学发展趋势的案例版教材，案例教学在医学教育中，是培养高素质
，创新型和实用型医学人才的有效途径。
　　本教材的出版一定会扩大学生的眼界，为学理论联系实际架起桥梁，更好地发展其分析、思考和
判断的能力，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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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第4节　社会医学的发展历史　　二、社会医学创立与发展时期　　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一书中揭露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造成工人贫困和卫生状况恶劣的社会
根源，明确指出“英国的工业发展是建立在野蛮地对待工人，破坏工人健康的基础上，建立在整个一
代人的社会、身体和精神退化的基础上”。
为了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工人阶级不断开展各种斗争，工人运动既改善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
待遇，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卫生组织的建立和社会卫生措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
如1841年，法国制定了童工法；1848年，英国通过了社会保健法。
　　1848年，法国医师盖林（Guerin，1801～1886年）第一次提出社会医学这一名词。
他提倡医学界要把分散和不协调的医学监督、公共卫生、法医学等构成一个整体的学科，统称为“社
会医学”。
盖林把社会医学分为四个部分，即社会生理学、社会病理学、社会卫生学、社会治疗学。
社会生理学研究人群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及其与社会制度、法律及风俗习惯间的关系；社会病理学研究
疾病发生、发展与社会问题的联系；社会卫生学研究各种增进健康、预防疾病的措施；社会治疗学研
究对付社会发生异常情况时的治疗措施及手段。
　　英国伦敦首任医官西蒙（Simon，1816～1904年）专门研究了伦敦的食品卫生、住宅和工厂卫生，
认为这些因素与英国工人健康密切相关。
　　19世纪6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中占重要经济地位的酿酒工业和蚕丝业发生酒味变酸和蚕病危害等
，这些现象促进了人们对微生物的研究。
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年）首先用实验证明有机物质的发酵与腐败是由微生物
引起的，传染病的流行亦是由病原微生物传播所致。
微生物学的另一个奠基人是德国学者郭霍（Robert Koch．1 843～1910年），他创立了固体培养基、染
色和实验动物感染的方法，为发现一系列传染病的病原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微生物学的发展，使有些医学家仅重视生物病原体的致病作用而忽视了社会因素对疾病和健康的
重要作用。
但此时，也有不少医学家不同意夸大单纯生物病原体的致病作用。
德国医学家诺尔曼（Neumann.1813—1908年）及病理学家魏尔啸（virchow，1821～1902年）都强调社
会经济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重要作用，提出“医学科学的核心是社会科学”，“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任何社会都应对居民健康负责”等观点。
魏尔啸参加了斑疹伤寒流行病学调查，指出流行病的社会属性，提出单纯治疗不搞社会预防是不能控
制斑疹伤寒流行的观点。
　　德国是社会医学的发源地，格罗蒂扬（Grotjahn，1869～1931年）于1904年向德国公共卫生协会递
交了关于社会卫生学的性质和目的的报告，指出当时的卫生工作重点仅仅关心人类疾病的生物学属性
而忽视了社会属性，建议发展社会卫生学以弥补其不足。
1912年，他的《社会病理学》一书问世，他提出用社会观点研究人类疾病的原则。
提出疾病的社会意义取决于疾病发生的频率；社会状况恶化有助于直接引起疾病，影响病情的发展；
疾病对社会发展产生反作用；医疗能否成功取决于社会因素；采用社会措施来治疗和预防疾病，注意
患者的社会经济环境等。
他还强调社会卫生调查中要应用统计学、人口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主张将社会医学列入医学课
程。
1920年，他首次在柏林大学开设社会卫生学课程。
当时在欧洲把社会医学和社会卫生学这两种名称交替使用。
　　英国于19世纪末就开设了公共卫生学课程，到20世纪40年代，改称社会医学。
1943年。
牛津大学成立了“社会医学研究院”。
在英国，社会医学是指有关人群的医学，泛指疾病的控制及有关增进或影响人群健康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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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社会医学教授赖尔（Ryle）认为公共卫生、工业卫生、社会卫生服务及公共医疗卫生事业都
属于社会医学范畴。
　　美国的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决定了它并不开设综合性的社会医学课程，而重视社会学、经济学及
管理学的发展。
美国的社会学非常发达，医学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美国的医学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的理论、
方法、观点来研究人类健康与疾病有关的现象。
美国的医学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社会政策与卫生保健制度、医院的社会问题、保健行业社会学
、医学教育社会学、卫生服务利用、美国社会的医学化、社会心理学与精神卫生、医患关系、特定人
群的疾病与死亡的特征及其发展过程、健康与疾病的文化特征及反映等。
有关社会医学的内容主要在卫生管理学与卫生政策课程中讲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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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社会医学（案例版）》供预防医学类、卫生管理类、临床医学类
、基础医学类、护理学等专业使用。
　　案例教学：培养素质、创新型、实用型医学人才的有效途径。
　　国际接轨、国内独创：真实、典型案例与课堂理论教学相结合，引领当代医学教育教材发展趋势
　　理念先进、模式创新：强调学科间联系与结合，强化理论向实践的过渡。
　　突出实用、引导就业：配套教育部教学大纲，紧跟研究生入学考试和国家公共卫生执业医师资格
考试案例分析的命题方向。
　　品质优良、价位适中：设计精美、图文并茂的全新预防医学类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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