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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预防医学》第5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委员会规划
教材、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和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供基础、临床及口腔医学类专业用，是临床
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教材。
为了配合学生的学习，我们编写了本学习辅导书。
全书以上述教材为蓝本，每章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学习的目的要求以及本章所包括的主要内容
；第二部分为习题及参考答案。
    本书习题的题型是根据“国家医学考试中心”的规范拟题，有选择题，包括A型题、B型题、X型题
，并配有少量名词解释和思考题或问答题。
    1.A型题为最佳选择题，是最常用的多选题形式，可以是肯定型、否定型和“以上都不对”型。
    （1）A1型题：其表述形式为肯定型、否定型和“以上都不对”型。
其结构由1个题干和5个供选择的备选答案组成。
备选答案中只有1个是最佳选择，其他4个均为干扰答案。
    （2）A2型题：为案例摘要型最佳选择题，试题结构以一个叙述性主体（摘要病例或案例）作为题
干，有5个供选择的备选答案，可有肯定型、否定型和“以上都不对”型。
只有1个最佳选择，其余均为干扰答案。
    （3）A3型题：为病（案）例组型最佳选择题，先提出共同题干，然后提出2～3个相关问题，每个问
题与题干情景有关，但提问要点不同.可以是肯定型、否定型。
每题中只能选择1个最佳答案。
    2.B型题配伍题为数道试题共用l组备选答案，先提供5个备选答案，然后提出一定数量的问题，要求
为每一道试题选择1个与其相关最密切的答案。
在1组试题中，每个备选答案可以选用1次，也可以选用多次或者1次也不选用。
    3.X型题X型题是复合多项选择题，试题由1个题于和A、B、C、D、E5个备选答案组成，可有2个以
上答案，如少选或多选均不得分，因此答题难度较大。
    根据国家试题要求，考试为多种题型，故本书也有名词解释及思考题或问答题。
名词解释着重对概念术语的理解和认识.并按学校统一要求均以中文或英文名词出题，如为英文则对名
词解释的回答要求先翻译成中文。
并叙述完整，回答全面。
思考题或问答题主要考核学生对一些复杂知识和理论的理解、分析和应用能力，有的考题要求考生作
纵向或横向的比较联系。
　　本书对多选题、名词解释和部分思考题或问答题均作了题解，附于每章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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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流行病学概述第二章　疾病的分布第三章　常用流行病学研究方法第四章　偏倚的控制
与病因推断第五章　诊断试验和筛检试验第六章　公共卫生监测第七章　循证医学第八章　流行病学
资料的搜集分析与表达第九章　临床预防服务与健康管理第十章　健康行为干预第十一章　合理营养
指导第十二章　人群健康及社区预防服务第十三章　环境卫生第十四章　食品安全与食源性疾病第十
五章　职业卫生服务与职业病管理第十六章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第十七章　传染病的预
防与控制第十八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应急策略第十九章　医院安全管理第二十章　卫生系统及
其功能第二十一章　临床经济学评价与临床决策分析第二十二章　医疗保险与医疗费用控制第二十三
章　卫生决策与卫生资源配置第二十四章　全球卫生保健策略与我国卫生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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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流行病学概述【目的要求】本章对流行病学做了概要的论述，通过本章的学习要达到如下要
求：1.掌握流行病学定义、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分类。
2.了解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围、用途及其发展简况。
【内容】 1.流行病学的定义“流行病学是研究人群中疾病与健康状况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并研究防
治疾病及促进健康的策略和措施的科学”。
①流行病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群。
这里的人群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可以是特定的一群病人，也可以是特定的一群健康人，还可以是特定
的一个包含病人和健康人的人群。
②流行病学关注的事件包括疾病与健康状况。
疾病又包括传染性疾病（含寄生虫病）、非传染性疾病；健康状况包括机体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会
适应性的各种状况。
③流行病学主要研究内容：一是某（些）事件在人群中是怎样分布的，即揭示现象；二是什么因素导
致某（些）事件在人群中呈现如此分布，即找出原因；三是用什么策略和措施可以改变这种分布，即
提供措施；四是评价策略和措施的效果，即评价效果。
④流行病学研究和实践的目的是防治疾病、促进健康。
2.流行病学的基本原理（1）分布论：即疾病或健康状况在人群中的分布不是随机的，描述疾病与健康
状况的分布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群特征；二是时间特征；三是地区特征。
（2）病因论：即人群中疾病的发生发展是有多种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以及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复杂
的、多样的、可变的；对于一种疾病来说，所有能引起疾病发生概率增高的因素都可以称为是该病的
病因或危险因素。
按病因的自然社会属性大致可以分为：一是自然因素；二是社会因素；三是饮食行为因素；四是机体
因素。
（3）健康一疾病连续带的理论：即机体由健康到疾病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受多种因素
的影响，有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机体疾病或健康标志发生；因此，人群中疾病或健康状况的
分布表现为“冰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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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高等学校配套教材·预防医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2版)》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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