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卫生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卫生学>>

13位ISBN编号：9787117101776

10位ISBN编号：7117101776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人民卫生

作者：仲来福

页数：41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卫生学>>

内容概要

《卫生学》第7版的编写是根据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和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关于全国高等学校
临床医学专业第七轮卫生部规划教材修订工作的原则，即反映新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改革的成果，力
求使本教材符合临床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注意体现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培养，为学生
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创造条件。
    本版教材修订过程仍贯彻“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体现“五性”（思想性、
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用性）。
本教材的主要对象是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目的在于使学生掌握环境与健康的关系，树立预防为
主的思想，掌握三级预防策略。
本教材在力争使其结合临床医学专业特点的同时，强调学生应提高对环境影响健康的认识，掌握预防
疾病的技能，自觉地在临床服务中预防疾病，适应社区卫生服务的需要，提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应对能力。
在临床医学专业五十二本教材中，《卫生学》是唯一重点讲述环境与健康关系的教材，因此本教材对
培养学生综合预防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本教材承袭前几版《卫生学》的基本框架或体系，内容除绪论外，正文分为三篇十三章。
绪论主要阐述卫生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卫生学发展史、我国卫生工作的战略目标与三级预防策略、
卫生学的主要内容以及医学生学习卫生学的必要性与目的。
第一篇阐述环境与健康，包括环境对健康影响的一般规律、环境污染及其对健康的影响；生活环境、
食物、职业环境及社会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以及改善和控制环境因素的卫生要求和预防措施的理论
根据和实施原则。
第二篇阐述预防保健策略与措施。
第三篇阐述医学统计学方法。
      在《卫生学》第6版的基础上，本版对各章节内容作了以下补充和更新。
    绪论：卫生学定义经修改后用语更严谨、更规范；增加了环境因素与机体内因在引起疾病中的作用
，从病因上阐述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可预防的理念；增补了我国卫生工作的战略目标与三级预防策
略；进一步强调了医学生学习《卫生学》的必要性。
    第一章：更新了常用毒物参数及安全限值，并引入遗传毒性概念，使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补充了
环境内分泌干扰物的概念与危害；此外，还首次介绍了毒物兴奋效应。
    第二章：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报告改写了紫外线有益效应和过度暴露于紫外线可引起的疾病
；增补了颗粒物对健康的影响；充实了室内空气主要污染物对健康的影响；采用了新的国家标准《生
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增补了水体的藻类及其毒素污染；为了避免重复，删除了土壤污染中的铅和铬
污染，增补了铊污染。
鉴于我国是自然灾害发生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从本版开始增加第四节灾害卫生。
    第三章：补充了评价蛋白质营养价值的氨基酸分；充实了反式脂肪酸危害内容；用表格形式补充了
常见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用模式图示意了营养缺乏病的发生过程及相应的检测或评价；用表格形式
归纳了常见营养缺乏病的体征；采用了新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07年版）及平衡膳食宝塔图；强化
了母乳喂养的优点；增补了中国儿童青少年零食消费指南；补充了营养与痛风，并将肥胖、糖尿病和
痛风归纳为代谢性疾病，一并叙述营养与代谢性疾病关系；采用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和美国癌症研究
所专家组于2007年提出的预防肿瘤膳食建议代替上版的1997年提出的预防肿瘤膳食建议；增加了患者
营养工作的内容及有毒动植物中的种类，敌鼠强中毒部分增加了诊断及分级。
预防肿瘤膳食建议代替上版的1997年提出的预防肿瘤膳食建议；增加了患者营养工作的一内容及有毒
动植物中毒的种类，敌鼠强中毒部分增加了诊断及分级。
    第四章：将生产环境改为职业环境；用职业性有害因素的致病过程示意图代替前版的职业性有害因
素的致病模式图；缩减了预防职业性损伤的全球战略和三级预防，以避免与第二篇内容重复；农药部
分不再单列一节，并人第二节职业中毒中。
        第五章：补充了偏离行为中的运动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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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和第七章：改写了我国卫生工作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增补了医疗保障体系的内容；。
社区卫生服务是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本版教材不仅充实了有关内容并着力第八章至第十三
章：以利于学生在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和实际工作需要为出发点，对这几章部分内容和例题作了适当增
减和更新。
    实习部分：仍为13个实习，其中检测实习大多为国家标准方法；医学统计学实习中的选择题移至《
卫生学学习指导与习题集》第3版。
    本版增加了图表，并首次采用了框图，旨在使本教材图文并茂、内容简洁。
此外，还增加了中英文对照的专业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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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卫生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二、卫生学的发展简史    　三、我国卫生工作的战略目标
与三级预防策略    　四、卫生学的主要内容    　五、医学生学习卫生学的必要性和目的第一篇　环境
与健康　第一章　人类和环境　　第一节　人类的环境    　一、环境及其基本构成    　二、生态系统
与生态平衡    　三、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第二节　环境污染及对健康的影响    　一、环境污染物及
其来源    　二、环境污染物的迁移与自净    　三、环境污染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    　四、环
境污染物的常用毒性参数及安全限值    　五、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六、环境污染物对健康
损害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　环境污染的防治    　一、组织措施    　二、规划措施    　三、技术措施
　第二章　生活环境和健康　　第一节　空气    　一、空气的物理化学性状及其卫生学意义    　二、
大气污染与疾病    　三、室内空气污染与健康    　四、空气污染的防护措施　　第二节　水    　一、
水源的种类及其卫生学特征    　二、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    　三、水污染与疾病    　四、改良饮用水
质的卫生对策　　第三节　地质环境和土壤　    一、地质环境与疾病   　　　二、土壤污染和疾病第
四节灾害卫生 　　第四节　灾害卫生　　  一、自然灾害分类与等级　　　二、自然灾害对人群健康
的危害　　　三、自然灾害的卫生应急处理　　　四、自然灾害条件下疾病控制对策　第三章　食物
与健康　　第一节　营养素和能量    　一、营养素    　二、蛋白质    　三、脂类    　四、糖类    　五、
能量    　六、无机盐和微量元素    　七、维生素　　第二节　合理营养   　 一、食物的营养价值   　 二
、营养调查及其评价    　三、膳食结构与膳食指南  　第三节　特殊人群的营养    　一、孕妇及乳母营
养    　二、婴幼儿营养    　三、儿童青少年营养    　四、老年人营养  　第四节　营养与疾病    　一、
蛋白质一热能营养不良    　二、营养与代谢性疾病    　三、营养与心血管疾病    　四、营养与肿瘤  　
第五节　病人营养    　一、病人营养工作的内容    　二、医院膳食   　 三、营养支持  　第六节　食源
性疾病与食物中毒    　一、食源性疾病    　二、食物中毒  　第七节　其他常见的食品卫生问题    　一
、黄曲霉毒素污染    　二、N一亚硝基化合物    　三、食品添加剂    　四、转基因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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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现代医学主要由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及预防医学等学科组成。
。
每个学科在发展中形成各自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各个学科之间互相联系并相互渗透，但各个学科的目
标是共同的，即促进个体和人群健康。
预防医学为实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目标发挥了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卫生学作为预防医学的分支学科，担负着应用本学科理论与方法，通过改善和利用环境因素来预防疾
病、促进健康的重任。
　　卫生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卫生学（hygiene）是在“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指导下，以人
群及其周围的环境为研究对象，研究外界环境因素与人群健康的关系，阐明环境因素对人群健康影响
的规律，提出利用有益环境因素和控制有害环境因素的卫生要求及预防对策的理论根据和实施原则，
以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的目的。
　　环境是指围绕人类周围的空间，还包括这个空间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
存在的各个因素。
环境通常狭义地限定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从卫生学的发展历史来看，卫生学长期以来以研究自然环境为主，并人为地将其划分为生活环境（空
气、水、食物及地质与土壤）和职业环境。
自然环境由环境介质和环境因素组成，前者是指大气及室内空气、水体、土壤（岩石）、食物以及包
括人体在内的一切生物体；后者是指介质中的被转运物或介质中各种无机和有机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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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卫生学(第7版)》承袭前几版《卫生学》的基本框架或体系，内容除绪论外，正文分为三篇十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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