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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一五&rdquo;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总体部署和要求，
结合医学高等职业教育特点而编写。
教材内容依据医学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公共卫生工作范畴、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大纲、历年高
职高专院校国家精品课程评审指标和教学工作中的课程设计理念等组织。
　　教材编写的特色和原则是：①体现医学高等职业教育理念，符合医学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
；②突出预防医学逻辑思维和综合素质培养，突出教材的实用性、技能性；③着力将预防医学知识与
技能融合，力求满足执业资格考试要求；④适当融入预防医学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
　　本教材的编者来自全国不同地区，有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李新老师、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的刘紫萍和董雪老师、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邢华燕老师、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罗珏老师、浙
江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钟要红老师、怀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胡昌军老师，他们均为高等职业院校多
年从事预防医学教学的一线教师，不但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并且还能够提供预防医学实地服务。
　　全书共分四篇。
第一篇环境与健康，介绍人类环境与健康、职业环境与健康、食物与健康、社会一心理因素与健康等
内容。
第二篇人群健康研究方法，介绍医学统计方法和流行病学方法。
第三篇疾病预防与控制，介绍初级卫生保健与社区卫生服务、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医源性疾病、常
见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健康教育等内容。
第四篇实训指导，选取了预防医学常用的15个实训项目，强调目的与要求，便于教师对学生开展实地
训练。
此外，在重要章节的前面安排了一些案例，以结合临床实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各章后面安排了思考与练习题，以便于学生复习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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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预防医学》共分四篇。
第一篇环境与健康，介绍人类环境与健康、职业环境与健康、食物与健康、社会一心理因素与健康等
内容。
第二篇人群健康研究方法，介绍医学统计方法和流行病学方法。
第三篇疾病预防与控制，介绍初级卫生保健与社区卫生服务、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医源性疾病、常
见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健康教育等内容。
第四篇实训指导，包括预防医学常用的15个实训项目。
在重要章节的前面安排了一些案例，以结合临床实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各章后面安排了思考与练习题，以便于学生复习和总结。
　　《预防医学》适用于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护理、临床、基础、预防、口腔、药学等专业及其他医学
相关专业三年制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考试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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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预防医学的概念、研究内容与特点  二、现代预防医学理念  三、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关系
第一篇 环境与健康第一章 人类环境与健康第一节 人类与环境  一、环境的概念  二、环境因素  三、生
态系统与生态平衡  四、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第二节 环境污染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一、环境污染的概念  
二、环境污染物的来源  三、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  四、化学物质进入人体的途径及代谢过程  五
、人体对环境污染的反应过程  六、影响污染物对健康损害的主要因素  七、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危害  八
、环境污染的特点  九、环境污染的防治措施第三节 生活环境与健康  一、大气卫生与健康  二、住宅
卫生与健康  三、生活饮用水与健康第二章 职业环境与健康第一节 职业性有害因素与职业性损害  一、
职业性有害因素  二、职业性损害第二节 生产性毒物与职业性中毒  一、概述  二、常见的职业性中毒
第三节 生产性粉尘与职业性肺部疾病  一、概述  二、硅沉着病第四节 物理因素与健康损害  一、高温
中暑  二、噪声性听力损害  三、电离辐射损害第三章 食物因素与健康第一节 人体需要的营养素和能量
 一、蛋白质  二、脂类  三、碳水化合物  四、能量  五、矿物质(无机盐和微量元素)  六、维生素第二节 
主要食物的营养价值  一、谷类  二、豆类及其制品  三、蔬菜、水果类  四、肉、禽、鱼、蛋、奶类第
三节 改善人群营养的措施  一、人群营养状况评价  二、我国居民目前营养膳食状况  三、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和平衡膳食宝塔第四节 特殊人群的营养  一、婴幼儿和儿童青少年营养  二、孕妇与乳母营养  
三、老年人营养第五节 营养与疾病  一、营养与肥胖症  二、营养与心血管疾病  三、营养与糖尿病  四
、膳食、营养与癌症第六节 常见食品卫生问题  一、黄曲霉毒素  二、N一亚硝基化合物  三、多环芳族
化合物  四、食品添加剂第七节 食物中毒及其防治  一、食物中毒的概念、特点、分类  二、细菌性食
物中毒  三、常见非细菌性食物中毒  四、食物中毒的调查与处理第四章 社会一心理因素与健康第一节 
社会因素与健康  一、社会因素  二、社会因素与健康第二节 社会一心理因素与健康  一、社会一心理
因素与健康  二、心身疾病第三节 行为生活方式与健康  一、吸烟与健康  二、酗酒与健康  三、吸毒对
健康的影响  四、不良性行为与健康第二篇 人群健康研究方法第五章 医学统计方法第一节 医学统计学
概述  一、统计学的概念与应用  二、统计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三、统计工作的基本步骤第二节 医学
资料的描述性分析  一、资料频数分布特征分析  二、数值变量资料的描述性分析  三、分类变量资料的
描述性分析第三节 医学资料的推断性分析  一、抽样误差与标准误  二、L分布  三、参数估计  四、假设
检验第四节 统计表与统计图  一、统计表  二、统计图第六章 流行病学方法第一节 流行病学方法概述  
一、流行病学的定义与用途  二、流行病学研究的特点  三、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  四、流行病学与其他
学科的关系第二节 疾病的分布  一、疾病频率测量指标  二、疾病流行强度  三、疾病分布的形式第三
节 现况研究  一、概念与用途  二、种类  三、设计要点  四、资料整理与分析第四节 筛检  一、筛检的
定义  二、筛检的目的  三、筛检试验的评价  四、提高试验效率的方法第五节 实验性研究  一、概述  二
、基本知识  三、设计与实施  四、资料收集和分析  五、实验性研究的优缺点第六节 分析性研究  一、
概述  二、病例对照研究  三、队列研究  四、病例对照研究与队列研究特点比较第三篇 疾病预防与控
制第七章 初级卫生保健与社区卫生服务  一、初级卫生保健  二、社区卫生服务第八章 传染病的预防与
控制第一节 概述  一、人类传染病流行的回顾  二、传染病的流行现状第二节 传染病流行病学  一、传
染病发生的基本条件  二、传染病流行过程的三个环节  三、传染病的流行过程及疫源地  四、影响传染
病流行过程的因素第三节 传染病的预防控制策略与措施  一、预防控制策略  二、预防控制措施第四节 
免疫预防  一、免疫预防的历史回顾  二、免疫预防的分类  三、计划免疫第九章 医源性疾病第一节 医
源性疾病概述  一、医源性疾病的原因  二、医源性疾病的种类第二节 医院内感染  一、概述  二、流行
环节  三、监测与控制第三节 药源性疾病  一、药源性疾病的概念  二、药源性疾病的类型  三、药源性
疾病的预防第十章 常见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第一节 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  一、概述  二、高血压的防治
第二节 糖尿痛的防治  一、流行特征  二、主要危险因素  三、分类  四、预防与管理第三节 恶性肿瘤的
防治  一、流行特征  二、主要危险因素  三、预防与管理第十一章 健康教育第一节 健康教育概述  一、
相关概念  二、相关问题第二节 健康教育基本理论  一、行为的形成  二、健康教育相关理论  三、健康
教育常见问题  四、健康教育的要素第三节 健康教育步骤  一、计划的设计  二、计划的实施  三、效果
评价第四篇 实训指导实训一 食物成分表的使用实训二 膳食调查实训三 统计表、统计图的绘制实训四 
平均指标的选择与计算实训五 变异度指标的选择与计算实训六 正态分布的综合应用实训七 相对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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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训八 均数的假设检验实训九 率或构成比比较的x2检验实训十 统计分析软件实训实训十一 疾病
频率测量实训十二 疾病暴发调查实训十三 病例对照研究资料整理分析实训十四 诊断与筛检试验的评
价实训十五 健康教育附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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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预防医学的发展简史　　预防医学的思想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
在公元前就有了预防思想的萌芽，如《易经》中提出&ldquo;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豫同预）&rdquo;
，《黄帝内经》中提出&ldquo;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rdquo;，&ldquo;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
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rdquo;，这些都是预防医学的思想基础，较希腊的希波克
拉底（公元前4世纪）的疾病预防思想还要早。
在世界各民族的传统医学中，都有治疗和预防两个部分。
预防医学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个体预防从16世纪中叶起，随着人体解剖学在医学中地位的奠定，生理学的迅速发展，以及显
微镜发明后，人类开始认识生物病原；之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得到发展，琴纳发明的牛痘接种法，更
成为18世纪预防医学的一大成就。
在生物医学迅猛发展的基础上，临床医学得到了飞跃的发展，但当时仍多限于以个体为对象进行治疗
和预防，并将这种以个体为对象进行疾病预防的科学称为卫生学。
此词相当于我国的&ldquo;养生&rdquo;、&ldquo;摄生&rdquo;等词。
　　2．群体预防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从战胜天花、霍乱、鼠疫、白喉等烈性传染病的经验中，
逐渐认识到仅从个体预防疾病的效益不高，必须以群体为对象进行预防；其方法除个人摄生之道外，
还需采用免疫接种、隔离消毒、检疫监测、消灭病媒动物、垃圾粪便处理、食物和用水安全等。
于是，卫生学的概念扩大为公共卫生，个人养生防病扩大到社会性预防措施。
预防医学史上以防治传染病和寄生虫为主要目标，正是从个体预防向群体预防发展的标志。
这是医学史上第一次卫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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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刘紫萍编著的《预防医学》是护理临床基础预防口腔药学等专业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之一。
本书共分四篇。
内容包括环境与健康、人群健康研究方法、疾病预防与控制、实训指导。
    本教材适用于高等职业院校护理、临床、基础、预防、口腔、药学等专业及其他医学相关专业三年
制学生使用，也可作为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考试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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