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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批准开展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工作，这是我国医学
专业学位教育的又一重要举措。
此套书是专为配合此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工作并方便考生考试需求而出版的。
这套丛书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全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
组织编写的，该册由郭岩主编。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公共卫生硕士（mph）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卫生事业管理）（内含卫
生事业管理考试大纲、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考试大纲、卫生事业管理考试样题及参考答案）；第二
部分是公共卫生硕士（mph）专业学位联考考试指南（卫生事业管理）。
该书面向参加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考试的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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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流行病学基础考试大纲社会医学考试大纲考试样题及参考答案上篇　流行病学基碲考试指南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流行病学的定义    第二节  流行病学研究方法      第三节　流行病学的任务    第四节  
流行病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二章　疾病的分布    第一节　人群分布    第二节　时间分布    第三节
　地区分布    第四节　人群、时间、地点分布的综合描述　第三章　疾病分布的常用测量指标    第一
节　指标的类型和性质      第二节　疾病测量指标    第三节　疾病的流行强度　第四章　描述性研究    
第一节　现况研究    第二节　筛检    第三节　生态学研究　第五章　病例对照研究    第一节　病例对
照研究的用途　　第二节　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    第三节　偏倚及其控制方法  　　第四节　病例对照
研究方法的优点与局限性　第六章　队列研究    第一节  队列研究的基本原理    第二节　队列研究的方
法    第三节　队列研究的类型　　第四节　队列研究的资料分析　　第五节　队列研究的优缺点      第
六节　队列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偏倚　　第七节　队列研究的实例　第七章　流行病学实验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实验设计    第三节　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　第八章　病因和病因研究　　第九章
　传染病流行病学下篇　社会医学考试指南　第一章　社会医学绪论与医学模式　第二章　社会医学
研究方法　第三章　社会因素与健康　第四章　社会卫生善与社会卫生策略　第五章　卫生服务研究
　第六章　社区卫生服务　第七章　弱势人群健康与卫生服务　第八章　社会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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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社会文化与健康　　一、文化的概念与特征　　广义的文化定义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总和。
按照这一定义，文化是一个大范畴，它与“文明”一词相通。
　　狭义的文化指观念形态的文化，包括思想意识、道德规范、宗教信仰、哲学、艺术、习俗等所构
成的领域。
狭义的文化是较为确切的文化范畴。
社会医学主要是从狭义的文化概念出发，研究文化对健康的影响。
　　从表现形式上，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智能文化、制度文化／规范文化和精神文化／思想文化／
观念文化三种类型。
　　（1）物质文化／智能文化：指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产品，以及创造这些物品
的手段、工艺和方法等。
包括科学技术、生产生活知识等，主要通过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作用于人群健康。
　　（2）制度文化／规范文化：是人们为反映和确定一定的社会关系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整合和调控
而建立的一整套规范体系，包括社会制度、教育、法律、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主要通过支配人类
的行为生活方式来影响人群健康。
　　（3）精神文化／思想文化／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
它有两个部分，一是存在于人心中的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观念、文化思想、文化信念等。
二是已经理论化对象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即客观化了的思想。
包括文学艺术、宗教信仰、思想意识等，主要通过影响人们的心理过程和精神生活作用于人群健康。
　　从文化的特殊形态可分为亚文化、反文化和跨文化三种类型。
　　文化的特征：　　（1）文化的超生理性和超个人性：所谓文化的超生理性，指任何文化都是人
们后天习得和创造的，文化不能通过生理遗传。
所谓文化的超个人性，指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才需要文化、接受文化和影响文化。
　　（2）文化的复合性：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多种文化要素复合在一起的。
　　（3）文化的象征性：文化现象具有广泛的意义，文化象征性的意义要超出文化现象所直接表现
的那个狭小的范围。
　　（4）文化的传递性：文化一经产生就要被他人模仿、效法和利用。
文化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学习和交往传递，媒介对文化传递起着较大作用。
　、　　（5）文化的变迁与文化堕距：文化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时刻处于变化之中。
由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的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快，
有的部分变化慢，结果就会造成各部分之间的不平衡、差距、错位，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就是“文化
堕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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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6公共卫生硕士（MPH）专业学位联考考试大纲及考试指南》200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
公室正式批准开展公共卫生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工作，这是我国医学专业学位教育的又一重要举措
。
此套书是专为配合此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工作并方便考生考试需求而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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