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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医学以人类健康为最高目标，是具有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的整体医学科学体系。
预防医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医学中发展比较快，并且具有方向性意义的学科群。
预防医学从预防的观点出发，是研究人群健康、疾病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运用公共卫
生学、环境医学、社会医学、行为医学等措施，保护和增进健康，预防和控制疾病，以提高生命质量
和生活质量，延长寿命为目的的一门课程。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和人们对卫生服务需求的提高，要求医学生不仅要学好医学基础和医学专业课程
，而且要学好预防医学课程。
因此，通过预防医学学习，使学生掌握预防医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确立预防为主的观点，并运
用预防医学的基本方法和技能，开展基本的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完成时代赋予卫生职业教
育和卫生技术人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2009年4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并公布《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抓好的五项改革，强调“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覆盖城乡居民。
制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明确服务内容，逐步在全国建立起居民健康档案，并实施规范化管理”
。
结合社会对初中级卫生技术人才的新要求，为大力促进卫生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我们组织有一定
教学经验和教学第一线的教师，共同编写了专门针对中等卫生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实验教材《预防医
学》。
本教材充分体现“教学需要”、“岗位需要”、“社会需要”，坚持理论知识“必需、够用”，知识
与运用并重，做到教学内容与培养目标、学生实际、社会需求三结合，力求增强生动性和趣味性。
　　全书共十六章，包括绪论、环境与健康、公共卫生、人群保健与社区卫生、疾病防制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防制等六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阐述预防医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任务、发展史、现代医学模式、健康新概念等基本理论和
三级预防原则；第二部分介绍人和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健康的关系；第三部分阐述环境卫生
、食品卫生、劳动卫生、学校卫生；第四部分由健康教育和保健方法、社区卫生服务和社区护理组成
；第五部分介绍疾病防制，包括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地方病、传染病防制；第六部分
对近些年来频发、影响深远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制作了阐述。
由于本套教学改革实验教材单独编写了适用性更强的《卫生统计学》，故本教材对人群健康研究的调
查统计方法和评价方法未再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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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预防医学》从预防的观点出发，介绍预防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使学生熟悉人和自然环
境、社会环境及心理环境的关系，掌握空气、饮用水、食品、粪便垃圾、住宅等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
响规律，了解开展劳动卫生、学校卫生、社区卫生服务和社区护理的重大意义，提出心脑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糖尿病、地方病、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制策略和措施，通过个人的、社会的、
法律的知识、技术和手段，运用健康教育、自我保健和社会保健的方法和技能，开展基本的公共卫生
和疾病防制工作，保护和增进健康，预防和控制疾病，以达到提高生活质量和健康质量、延长寿命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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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最后一例天花被消灭，世界卫生组织1980年核定并宣布中国为彻底消灭天
花的国家之一，天花灭绝时间比其他国家提前十多年；2000年实现了消灭本土脊髓灰质炎、基本消除
碘缺乏病的目标；鼠疫已被控制，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已大大降低，传染病致死在主要死因中的排位
已由建国初期的第一位下降到1990年的第八位；医疗卫生保健条件不断改善，2001年，我国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数达33万个，农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基本建立，90％的村设有村卫生室。
我国卫生工作的成功经验，在国际上被誉为“在第三世界看到第一世界的健康水平”。
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国制定的正确卫生工作方针和奋斗目标以及采取的强有力措施是分不开的
。
　　二、卫生工作方针　　卫生工作方针是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阶段提出的卫生工作发展的总方向。
我国的卫生工作方针是以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依据，针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
段制定的。
建国初期，我国就确定了卫生工作“四大方针”，即：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
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通过采取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坚决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发挥中医药作用，创建农村三级医疗
预防保健网，培训高、中、初级卫生人员，建立公费、劳保、合作医疗制度和开展群众性爱国卫生运
动，使卫生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并取得长足进步。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和人民卫生需求的不断提高，我国的卫生工作
方针经历了数次演变。
1997年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新时期我国卫生工作的总方
针是“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是对“四大方针”的继承、丰富和发展，指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卫生
事业发展的方向、路线和目标。
　　三、卫生工作奋斗目标　　21世纪我国卫生工作的奋斗目标是：“到2000年，初步建立起具有中
国特色的包括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卫生执法监督的卫生体系，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国
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到2010年，在全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人民健康需求的、比较完善的卫生体系；国民
健康的主要指标在发达地区达到或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欠发达地区达到发展中国家
的先进水平”。
在主要健康指标方面，2010年，平均期望寿命达到73~74岁，任何地区不低于68岁，并延长人们的健康
生活时间；婴儿死亡率在2000年基础上降低1／4，任何地区不高于50％；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在2000年
基础上降低1／4；孕产妇死亡率在2000年基础上降低1／3。
实现这一目标应以“满足人民的健康需求为导向，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中心，突出农村卫生、预防
保健和中医药三个战略重点”。
　　实现我国卫生工作奋斗目标的根本途径是进一步深化卫生改革，不断增强卫生事业的活力，充分
调动卫生机构和卫生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更好地为人民健康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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