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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适应21世纪医学教育改革及预防医学人才培养的需要，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决定对预防医学专业
教材进行第五轮修订。
2002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了教材评审委员会暨第五轮规划教材主编人会议，明确第五版教材编写指导思
想和编写原则：新教材修订必须与教学改革相适应，严格遵循五年制预防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努力
适应新世纪社会进步和科技、卫生事业发展的需求，服务于卫生预防医务人员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
素质、身心素质及职业素质等方面的要求。
这套预防医学教材应注意整体优化，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避免各门教材间不必要的重复。
全体与会人员讨论了各门教材的编写大纲及参编人员等。
　　根据上述要求，2002年8月《卫生化学》第五版教材全体编者在湖南衡山召开编写会，传达哈尔滨
会议精神，认真细致地讨论了第五版《卫生化学》编写大纲及在编写中如何进一步加强三基（基础理
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三特（特定对象、特定要求和特定限制）和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启
发性、先进性和适应性），并将教学改革的新成果反映到教材之中。
教材的内容必须适应预防医学专业基础的要求，不过分地强调卫生化学学科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要有利于教师备课，学生自学。
本教材在编写前和编写过程中广泛听取了全国许多兄弟院校对第四版教材的意见。
与第四版相比主要作了如下变动：①根据编写学校的推荐和卫生部教材办及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批，
第四版的编者保留了6位，其余为新编者，比原来多增加一位，给教材注入了新的活力，并做到了老
中青三结合，保证了教材的延续性和创新性。
②实验部分另外编写成有代表性和可行性的配套教材。
③适应新世纪科技发展和学科的实际需要，第二章增加了化学计量学简介；第十三章其它分析方法中
增加原子荧光法、化学发光分析法和毛细管电泳分析法；删去红外光谱法和流动注射分析法。
④原教材第十三章改为第三章，移至各分析法之前，以加强教材的系统性，更便于学生学习。
⑤为适应教学改革及双语教学的需要，各章均增加英汉关键词汇和英语习题。
　　全书共十三章：包括绪论、分析测试中常用数据处理、分析质量控制及评价；样品分析的一般步
骤；常用光学、电化学、色谱分析方法及与预防医学相关的某些现代仪器分析方法简介。
本教材适用于预防医学本科（五年制）学生，可作为其它专业仪器分析课程的教材，也可作为研究生
及卫生检验人员或其它分析测试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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