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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预防医学(第3版)》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
培训教材、全国医药高等学校规划教材之一。
主要介绍了预防医学的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保留了第2版的基本风格，更加强调贴近社
会、贴近工作岗位；按照工作过程系统化，对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上做了较大调整，重组了部分章节
：在绪论之后按照预防医学工作性质类别分为3篇，分别阐述了疾病与健康统计基本方法、人群健康
研究的方法和卫生防病控制技术。
内容上注重与执业资格考试的考点、知识点结合，配有目标测试题及参考答案。
《预防医学(第3版)》同时配套简洁、实用、够用的教学课件(PPT)，力争做到教师易用、学生易学。
通过学习，使学生树立“预防为主”的“大卫生”观念，培养学生的继续学习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
并能将所学的预防医学知识应用于本专业工作中。
本书由马骥、赵宏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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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宿主（host）是致病因子侵袭的目标，是对致病因子有感受性的生物体，包括人和
动物。
人类宿主特征中有许多方面的因素与疾病有关，如遗传、免疫状况、生理心理状态、性别、年龄、种
族、行为特征等，其中与遗传、免疫状况和行为特征的联系最为密切。
 1.遗传因素与疾病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表现为遗传性疾病能以染色体和基因缺陷作为遗传特征，由
上代传给下一代，如色盲、白化病、唇裂和腭裂等。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有些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也已被证明与遗传因素密切相关。
如肿瘤、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发生，都有着一定的遗传基
础。
随着疾病发病机制的进一步阐明，人们将从环境和遗传两个方面提出防治对策，这是一个正在开拓的
广阔领域。
 2.免疫状态对疾病的起和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
免疫生理反应起着保护机体、维持机体免疫功能稳定的作用，使机体能够抵抗致病因子的侵袭，并通
过自身稳定和监视作用，消除衰老、损伤或突变的细胞。
如果免疫功能低下、异常或免疫缺陷则会引起变态反应、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等疾病。
 3.行为特征可以理解为是由于一定的性格倾向所导致的行为模式。
20世纪50年代，Friedman和Rosenman等提出A型性格模型，其典型特征是争强好胜、雄心勃勃、工作
努力、有时问紧迫感，但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有竞争敌意倾向。
由A型性格所引起的行为模式即为“A型行为”模式，与A型性格相对应的是B型性格，表现为不争强
好胜、无时间紧迫感、做事不慌不忙。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A型性格者冠心病的发病率、复发率、死亡率均高于8型性格的人，A型性格已被
确认为冠心病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
另外，还有一种C型性格模型（“C型行为”模式）被提出来，其典型特征是压抑、过分忍让、回避矛
盾、好生闷气。
研究表明此型者宫颈癌的发病率是其他人的3倍，患肝癌、胃癌等消化系统肿瘤的危险性更高。
 三、环境 致病因子和宿主都无法脱离一定的环境条件而生存，而且致病因子和宿主还都是环境的组
成部分。
因此，环境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性质不同，可将环境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类。
 1.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包括地理、气候和生物因素等。
 地理因素包括地形、地貌、土壤、水文等。
地方病的流行与特定的地理因素有一定的联系。
例如，我国的地方性甲状腺肿集中分布于内地山区，与当地饮水及土壤中含碘量过低有关；克山病主
要分布在环境缺硒的东北、西南两病区。
 气候因素包括温度、湿度、雨量、风向、阳光、大气压等，这些因素可以作用于致病因子，也可以作
用于宿主而对某些疾病的发生与分布有明显影响。
例如，钩虫病的发病在雨后明显增多；呼吸道传染病冬季高发；我国的血吸虫病主要分布于长江两岸
及其以南的13个省、市、自治区，就是由于作为血吸虫中间宿主的钉螺适于在这些气候温暖、雨量充
足的地区生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原发性肝癌的发病率高于西北高原地区，这与沿海地区气候温暖、
潮湿致使食物易于霉变有关。
 生物因素是指自然界的一切动、植物，包括传播疾病的虫媒（如蚊、蝇等）、传染病的动物宿主（哺
乳动物）以及作为食物来源的动、植物等。
生物因素可直接就是致病因子，也可是致病因子作用于宿主之前的中间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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