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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科医学是以人为中心，以维护和促进健康为目标，向个人、家庭和社区提供连续、综合、便捷的基
本卫生服务的新型医学学科。
在我国卫生改革与发展的新时期，培养从事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全科医生等有关专业卫生技术和管理
人员，是改革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需要；是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需要；是改革医学教育、适应卫生工作发展的需要。
新时期卫生工作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建立一支立足于社区，为广大居民提供基本卫生服务的卫生技术
队伍，承担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将预防保健措施
落实到社区、家庭和个人。
全科医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应用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开展融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
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卫生技术人才。
如何使从事非全科医学的医学相关人员理解全科医学思想、内容及全科医生的工作任务和方式，为将
来与全科医师沟通和协作打下基础尚处于探讨之中。
我国以全科医生为骨干的社区卫生服务队伍尚未形成，全科医学教育体系和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制度
正在建立，对全科医学概念、全科医生的作用等存在模糊认识，全科医生培养工作亟待开展和规范。
发展全科医学教育，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社区卫生服务队伍，
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建设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社区卫生服务
体系的重要保障。
本教材是根据教育部“2004-2007年职业教育教材编写计划”的精神，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
面向市场、面向社会，为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服务而编写的，适用于卫生职业学校护理、药学和
医学相关专业的学生使用。
亦可作为医学其他专业辅导用书。
全科医学在我国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全科医学教育也还处于起步阶段，本教材由于编写时间短，篇幅
有限，编者的学识水平和实践经验不足，难免存在错误和不足，恳请专家和读者在使用中提出宝贵意
见。
本教材第一章由程瑞峰编写，第二章由王勤荣编写，第三章由邹浩军编写，第四章由鲍缇夕编写，第
五章由农子文编写，第六章由杨柳清编写，第七章由李尚丽编写，第八章由朱鹏云编写。
本教材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位编者所在学校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江西卫生职业学院和东莞卫生学校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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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八章，第一、二章全科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第三至七章全科医学的主要内
容和研究范畴；第八章全科医学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每章内容前后分别备有本章重点内容提示和复习思考题。
    本教材特点是理论知识以够用为度，有较强的针对性。
内容浓缩了全科医学理论精华，便于在较短时间内对全科医学理论建立较为系统的初步认识，能使从
事非全科医学专业的医学相关类人员较快理解全科医学思想、内容及全科医学的工作任务和方式，为
将来与全科医生的沟通和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教材的适用对象是卫生职业学校护理、药学和医学相关类专业的学生，也可供其他从事全科医学
专业的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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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的目的  第二节 居民健康档案的基本内容  第三节 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与管理第
八章  常凶健康问题的全科医学应对策略  第一节 常见社区急症的全科医学处理  第二节 常见慢性病的
社区管理  第三节 心理健康问题的全科医学处理  第四节 突发传染病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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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八、连续性照顾对于连续性照顾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主要是对连续性照顾的内涵有不
同的理解。
通常认为包括以下几方面：①时间上的连续。
全科医疗的健康照顾，从时间上讲包括人生的各个阶段，从婚育咨询开始，经过孕期、产期、新生儿
期、婴幼儿期、少儿期、青春期、中年期、老年期直至濒死期，都应当覆盖在全科医疗照顾之下。
甚至当病人去世后，全科医生还要顾及其家属居丧期的保健，以及人出生前对遗传危险因素监测等。
有人称之为从生前至死后的全程照顾。
②地域上的连续。
为病人提供健康照顾是全科医生的职责，这种照顾不论发生在什么地方。
所以，地域上连续指的是不论提供照顾的场所是医院、诊所，还是在病人家中，医生都有责任为病人
提供同等的照顾。
③健康状态上的连续。
人可以处在健康与疾病的不同状态，对处于健康状态-的人群，全科医生应当把健康教育、健康促进、
健康筛查等预防手段形成一个连续的过程。
对处于疾病状态的人群，应当通过病情流程管理形成连续性照顾机制。
④健康责任上的连续。
这是连续性照顾中最根本的原则。
自病人注册于全科医生的名下，病人就把健康托付给了全科医生，全科医生便承担了照顾病人健康的
责任。
这种责任不因时间、地点和病人健康状态的改变而中断。
⑤健康资料上的连续。
全科医疗中的居民健康档案是以家庭为单位并实行动态管理的，健康档案中的所有资料，不管是健康
问题资料还是预防性资料，大多是采用格式化方式记录，有利于形成连续资料。
在基层医疗照顾中，对不同的人群应采取不同的连续性照顾方式。
1.健康人群的连续性照顾对健康人群的连续性照顾，主要是根据健康档案中的预防计划，如周期性健
康检查、家庭生活周期健康维护等，定期进行健康教育、健康体检、计划免疫等，使健康人群始终处
在全科医生的保护之中。
2.亚健康人群的连续性照顾对亚健康人群的连续性照顾，主要通过健康筛查、健康危险因素评价等措
施，对暴露出来的健康危险因素实施连续性监测与干预。
3.门诊病人的连续性照顾在基层医疗机构，初诊病人多为早期未分化疾病，叮嘱病人随时复诊或通过
家庭随访对病情进行追踪是很有必要的。
有些病人经处理后，可因某些症状得到暂时缓解而中断治疗，全科医生应根据健康档案的病情记录，
主动与病人取得联系。
疾病好转后，门诊病人一般都不主动复诊，但对于某些疾病，全科医生应主动做好随访，并把结果记
录在健康档案上。
对于门诊病人，充分利用个人健康档案，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是连续性照顾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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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科医学概论(护理药学和医学相关类专业用)》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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