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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八章。
第一章是导论，介绍了现代医学模式和有关全科医学的概念及基本原则。
第二章至第八章针对青年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生理心理的突出问题，分别论述了紧急救护、常见症状
的鉴别诊断及处理、传染病的防治、精神卫生、心理障碍、常见精神疾病、生活嗜好品七个方面的内
容，着重阐述了医学知识和常用技术。
本书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明确的针对性。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全科医学的研究成果和知识积累都已不少，但至今没有一本针对非医学专业大
学本科生的教材，这完全不能适应《全科医学基础》的教学需要。
因此，本教材的第一个特色就是清晰而明确的针对性，即针对非医学专业大学本科生教学的需要。
    第二，鲜明的民族特色。
中央民族大学学生大多来自边远民族地区，毕业后也将回到民族地区工作，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对
落后和接受高等教育人数较少，使民族地区比发达地区更需要“通用型人才”，医学知识应当是他们
知识结构中的必要部分。
因此，在中央民族大学针对非医学专业学生开设《全科医学基础》课程，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
也是每次都有那么多学生选修这门课的根本原因。
编写针对这样一个学生群体的《全科医学基础》教材，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第三，强烈的时代感。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特别是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疾病谱也在发生变化，人们对医学保健和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普遍。
在这种背景之下，本教材项目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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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全科医学导论　　第一节　医学模式的演变　　一、医学模式　　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是在人类认识自身生命、并与疾病抗争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理论体系和行为模式，同时
也是指导医学理论研究和医疗实践的基本框架。
医学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与人类健康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发展。
医学模式的演变常常会给医学科学理论和医疗实践行为带来变革，提高人类对自身生命的认识水平，
增强人类与疾病抗争的能力。
因此，要准确把握医学发展的方向，我们必须从现代健康需要和现代思维方式出发，去理解和运用现
代的医学模式。
这样，才能认识和处理个体医学与群体医学、生物医学与社会医学、微观医学与宏观医学、临床医学
与预防医学、防治疾病与促进健康、医学进步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多重关系，以应对和解决现代社会所
面临的各类越来越复杂的医学难题。
　　二、生物医学模式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推动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
化，同时也带来了传染病的不断蔓延。
霍乱、伤寒等传染病的大流行，催生了细菌学的开拓性研究，疾病的细菌学病因理论随之诞生。
与此同时，一大批现代生命科学，如生理学、生物学、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生物化学、病理学
、免疫重大难题提供了医学理论和技术基础，推动了医学从经验走向科学。
人们对生命现象及健康与疾病有了新的认识，健康就是要维持宿主、环境和病原体三者之间的平衡，
疾病就是这种平衡遭到破坏所引起的后果。
现代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就这样逐渐形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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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书分八章。
第一章是导论，介绍了现代医学模式和有关全科医学的概念及基本原则。
第二章至第八章针对青年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生理心理的突出问题，分别论述了紧急救护、常见症状
的鉴别诊断及处理、传染病的防治、精神卫生、心理障碍、常见精神疾病、生活嗜好品七个方面的内
容，着重阐述了医学知识和常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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