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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医学（第2版）》主要研究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状况与疾病变化的影响及规律，通过社会
干预，达到防制疾病、保护与增进健康、不断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
由于社会因素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具有双向性特点，因此《社会医学》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受到世界各国
政府和医学界的关注。
　　2006年6月，我们按照国家考试中心关于《公共卫生执业医师考试大纲：社会医学》要求，组织全
国著名高等医药院校的专家、教授共同编写了21世纪课程教材、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社会医
学》，并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该教材出版发行以来，深受全国许多高等医药院校师生、同行欢迎，已成为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临
床医学、基础医学、护理学等专业全日制学生和成人教育学生的教学用书，并成为广大卫生管理干部
和医药卫生专业人员的参考教材，创造了极大的社会效益，尤其在培养医学生社会防制能力上发挥了
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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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社会医学的定义、研究内容及任务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等认为“21世纪是
交叉学科时代”，对于医药卫生界来说，21世！
纪是大医学和社会大卫生时代。
社会医学（social medicine）就是为适应大医学和社会大卫生的需求：而形成的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以
及其他相关学科交叉的边缘性学科。
　　一、社会医学的定义　　社会医学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医学问题。
它是以人群为研究对象，研究社会因素与人群健康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研究社会卫生状况及其变
动规律，以便制定社会卫生策略和措施，改善社会卫生：状况，达到保护、增进人群身心健康和社会
活动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为目的的交叉学科。
：它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是医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渗透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综合
；了生物医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特点。
　　二、社会医学研究的内容　　社会医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社会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社会卫生状况和人群健康状：况，制定社会卫生策略及措施。
　　1.研究社会因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人类的健康与疾病是一种社会现象。
人群健康状况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受多种因素制约，其中社会因素（social factors）起着重要
的并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医学通过多学科研究方法探讨社会因素（包括社会制度、经济状况、文化因素、生活行！
为与心理因素等）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即进行社会病因学分析，为社会诊断提供依据。
　　2.研究社会卫生状况和人群健康状况 社会卫生状况（social health status）主要是人群健康状况。
通过社会卫生调查，探讨社会卫生状况及其变动规律，评价卫生需求、资源和利用以及人群健康状况
，确定存在的主要社会卫生问题，找出危害人群健康状况的主要危险因素，以及应该采取的重点策略
，对社会卫生问题做出社会医学的诊断，即社会诊断（social diagnosis）。
　　3.研究制定社会卫生策略与措施社会医学不仅要通过调查及社会病因学研究找出当前存在的主要
社会卫生问题以及严重程度（社会诊断），还要针对存在的卫生问题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改
善社会卫生状况、提高人群健康水平的综合性的社会卫生策略与措施（social strategy and measures）（
社会处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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