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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为了加快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高医疗卫生系统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卫生部要求对全国卫生管理干部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处理培训。
受卫生部委托，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组织国内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编写了本教材，其内容详实、
叙述简练、深入浅出、实例丰富。
专家们认为，本教材既适合各级从事卫生管理工作的领导干部、行政管理人员学习，也适合各级从事
卫生专业技术工作的医疗卫生工作者阅读。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是目前国内比较系统、全面的关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培训教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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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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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定传染病病种变动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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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防与控制
第二节 SAP,S的临床管理
一、流行病学
二、病因
三、发病机制
四、病理改变
五、临床表现
六、并发症及后遗症
七、实验室检查
八、影像学检查
九、诊断及鉴别诊断
十、治疗
第三节 SARS防治的医院管理
一、基本概念
二、为什么要加强SAILS防治的医院管理
三、如何才能搞好SAILS防治的管理
四、非典办及SARS防治专业队伍的管理
五、发热门诊及发热患者就诊的管理
六、发热观察隔离病区的管理
七、SARS定点医院、病区及病人的管理
八、医院内SARS暴发或聚集性的管理
九、陪人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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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SARS实验室的管理
十二、SARS疫情报告制度的管理
十三、SARS消毒措施的管理
十四、从事SARS防治医护人员的管理
十五、从事SARS防治一线工作人员的生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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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职业中毒的特征与对策
第一节 职业中毒概论
一、概述
⋯⋯
第八章 食物中毒的特征与对策
第九章 核辐射突发事件的特征与对策
附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健康状况的提高促进了经济发展从经济角度讲，健康和教育是人类资本的两大基石。
健康能够为个人能力发展和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是劳动生产力的基础。
良好的居民健康是对整个社会扶贫、经济增长和长远经济发展的关键投人，而卫生状况又是造成经济
增长率差异的重要因素。
有着严重疾病负担的社会往往会遇到多种经济发展的障碍。
宏观经济的证据也显示，与健康和教育状况较好的国家相比，健康和教育状况最差的国家在持续增长
方面正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
世界银行指出过去4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8％一10％归因于人群健康。
哈佛大学通过研究表明大约30％。
40％的亚洲经济奇迹是源于人群健康。
我国专家也指出我国人均期望寿命每增长一倍，由此创造的经济价值为2.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同期国
民生产总值的22％。
经济史上一些巨大的腾飞，诸如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突飞猛进，20世纪早期美国南部的腾飞，20世纪
早期日本的快速发展，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开始的南欧和东亚的强劲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以公共卫
生、疾病控制和改善营养摄入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为后盾。
它不但提高了工人的能量和生产力，而且增强了对传染病的抵抗力。
疾病经济负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汇总起来高得惊人。
疾病减少了社会的年收入和个人的毕生收入，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前景。
每年给最贫困国家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千百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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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是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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