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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加强军事医学课程改革，是培养适应信息化条件下卫生联勤保障需求的新型高素质军事医学人才的重
要举措，而军事医学教材的改革是整个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
2000年由程天民院士担任名誉主编，总后勤部王谦副部长（时任第三军医大学校长）担任总主编，编
写出版了6部“面向21世纪军事医学系列教材”，包括《军事预防医学》、《军队卫生勤务学》、《野
战内科学》、《野战外科学》、《军事医学社会学》和《军事医学统计学》；2001年由我担任总主编
，编写出版了5部面向军医大学预防医学五年制本科专业系列教材，包括《军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军队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军队劳动卫生学》、《军队环境卫生学》和《军队流行病学》。
这些军事医学教材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总结7年来军事医学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的成功经验，吸纳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最新进展，及时将科研
成果引入书本，我们修订出版了第二轮军事医学系列教材。
本套教材共25部，分军事预防医学、军事临床医学、野战护理学和军事检验医学四大板块。
其中，修订教材11部，新编《放射卫生学》、《核武器与核事件医学防护学》、《化学武器与化学事
件医学防护学》、《生物武器损伤防护学》、《军事作业医学》、《新概念武器损伤与医学防护》、
《军队卫生事业管理学》、《军事检验医学》、《军事航空医学概论》、《军事航海医学概论》、《
军事心理学》、《军事医学统计学（研究生用）》、《野战护理学》和《灾难医学》等14部教材。
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应急反恐防护医学、特殊军事环境、特殊军事作业，航空、航
海医学知识，军事心理应激与干预，野战护理的技术与方法，战时重要器官生命指标的检验，高新技
术武器伤害及其医学防护救治、平战时疾病预防控制以及重要军事活动的卫生医疗保障等方面的内容
，具有鲜明的军事医学特色。
本套教材主要供军队临床医学、预防医学、航空医学、航海医学、医学检验、护理学等本科专业和相
关专业研究生教学使用，也是我军各级医疗卫生干部必备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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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的适用对象是军队医学院校各医学专业本科学员、教员等，也可作为军队从事健康教育人员等
的参考书。
    本教材共14章，大致安排了两大块内容：前5章为总论部分，主要介绍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的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及常用的技术、方法；6至14章为各论部分，分别阐述军队院校、基层、医院以及离退休
干部、女军人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另外针对常见的心理问题、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常见慢性疾
病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战时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等作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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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健康就是人体生理功能正常，没有缺陷的偏颇；②正确指出了健康包括三个层面：生理、心理
和社会，纠正了把身体、心理和社会分割的传统生物学观念；③把健康放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指出健
康是身体、精神和社会幸福的总和，因而它不仅是医务人员的工作目标，而且也是个人、国家及社会
的责任。
由此可见，WHO提出的健康概念是一个揭示人类健康本质的概念，是人类对健康要领的深化和发展
。
（二）亚健康主要表现为：疲乏无力、烦躁不安、头晕、耳鸣、失眠、健忘、恶心等，心理上严重不
适，缺乏活力，自觉活得很累，类似神经衰弱症。
通过临床检查一般不能发现器质性疾病，似病非病。
医学把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边缘状态称为灰色状态或亚健康（sub health）。
这种亚健康状态，在中医学中称未病。
未病不是无病，也不是可见的大病，按中医观点是身体已经出现了阴阳、气血、脏腑营卫的不平衡状
态。
《黄帝内经》有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
而铸兵，不亦晚乎？
”由此可鲜明地看出我们的祖先早已认识到对疾病应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重要。
在2006年西安举行的全国心理健康指导与教育科普工作研讨会上，有专家介绍说：中国符合WHO关于
健康定义的人群只占总人口数的15％，与此同时，有15％的人处在疾病状态中，剩下70％的人处在“
亚健康”状态中。
亚健康状态产生的原因，主要为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以及生活压力过大，如与工作和生活节奏紧张、
环境污染、气候恶劣等有关。
亚健康状态多种多样，几乎每种疾病都可能有与之相近的亚健康表现，所以医学界，包括医学教育界
应将工作的重点从单纯的防病、治病转到关注健康、亚健康上来，把70％的亚健康人群争取到健康队
伍中来。
（三）道德健康WHO关于健康的概念有了新的发展，即把道德健康也纳入了健康的范畴。
其内容包括：健康者不以损害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具有辨别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荣
与辱的是非观念，能按社会行为的规范准则来约束自己及支配自己的思想行为。
也就是指从道德或社会公德的观念出发，每个人不仅要对自己的健康负有责任，并且要对他人、对社
会承担义务。
能够按社会规范的要求来支配自己的行为，为人类的幸福做贡献，表现为思想高尚，有理想、有道德
、守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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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军队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第2版)》：军事医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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