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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类越来越附庸于社会，以迎合时代的步伐。
然而，紧张的生活节奏、工作压力、家庭结构功能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问题。
“健康”不再是单一的无疾病概念，解决疾病的途径也不能单靠医治，它与家庭、社会有着密切的关
联。
人类为了生存，在与外界的抗争中会遭受各种伤害而损毁健康，因此，不应把肉体与心灵隔开，将疾
病都归结于生物属性，而应站在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的更高平台，全面审视健康的领域，善待一个“社
会人”。
　　医学是仁爱与良知的结晶，“治病救人”是医学发展的动力，没有奉献的精神，无从谈及为他人
治病!医学有三大特点：第一，是人性的产物；第二，是医患情感沟通达成共识；第三，医疗离不开家
庭照顾，疾病脱不了家庭的干系。
家庭，是人类生命的巢穴，是人社会化无可替代的场所，家庭医学研究提供恰当的医疗照顾，并在照
顾中也获得了职业的帮助。
家庭医疗与家庭密切相关，与其说照顾家庭成员，不如说照顾家庭更确切。
家庭医学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与文明。
　　20世纪70年代，WH0制定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对国民基本医疗日益重视，促使了我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与调
整的不断深化。
在当今慢性病时代，人们不仅应得到医院的及时治疗，更需要在社区中获得长期的医疗照顾。
疾病的性质已不再是以生物因素为主，而已转为大部分与社会因素相关。
时代孕育了家庭医疗，将医疗保健引入家庭提供一个完整的照顾，是新的健康观念。
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将多年从事家庭医学教学和医疗实践的感悟心得和理论研究编写成此书，以使广
大读者对家庭医学有更全面的认识，对新的医疗模式有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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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由中外作者联合编写的家庭医学教材，其内容丰富、富有时代特色。
全书包含以下内容：家庭医学的基本理念，家庭与健康的关系，家庭的内动力；家庭医学的本质及其
诊断、治疗，临床技能训练和素质培养；家庭生活周期、临终关怀及家庭危机，家庭医生和社区护士
的角色；社区医疗中常见多发病的管理；国外家庭医学／医疗实况，家庭医学／医疗的发展前景及瞻
望。
    本书可供当前医学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家庭医学”课程教学之用，亦可作家庭／全科医师的培训
教材，也是广大临床工作者学习参考的最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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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家庭医学与健康　　第一节 家庭医学与家庭健康　　1977年第30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一
项开创性的决议：使全球居民“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并使其成为各国政府未来卫生工作的目标。
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确定了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策略：“推行初级卫生保健”是唯一的途径。
初级卫生保健意味着医疗依托于社区，在那里人们需要一个长期保持身心健康的照顾过　　程，而不
是片段的治疗。
卫生方向促进了医疗体系的改变，产生了新的观念一一需要长期提供居家医疗服务的“家庭医生”。
　　一、家庭医学的性质及家庭医生的含义　　家庭医学虽是20世纪60年代的新兴学科，但她揭示了
历史的篇章，即世界医学的写照全然是鲜明的家庭医疗。
其实医学产生于一个源头，那就是人类的治疗行为都是在同情的基础上发生，在与家庭的互动中形成
。
家庭医学之所以被许多国家重视，是因为她十分人性。
家庭医学独特之处在于，她研究整个生命过程，强调家庭保健，关注家庭问题和家庭功能，并贯穿以
生物一心理一社会模式。
家庭医学涵盖很广，对促进入的健康具有深远的意义。
她防病于未然，提高生活质量，蕴含人性化的医疗意识，贴近于个人及家庭的实际背景。
因此，家庭医学对人的健康是从头做起，具有长远效应。
生物医学是以疾病为中心，而家庭医学则倡导以病人为中心，其目的不局限于治疗疾病，而是在原来
的健康基础上达到一种最佳功能和安宁状态，获得生活质量，使人活得幸福。
这对于现今的慢性疾病具有实际意义，慢性疾病虽不能治愈，但可以通过预防和长期的照顾使症状得
到控制。
家庭医学对健康的思考更深刻，家庭医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相融合，是因为她以医生与家庭的连接为纽
带，照顾家庭成员遵循家庭的生活习性，从出生到临终，从新婚到家庭消亡。
家庭医学关注家庭的新成员（孩子）在成长中健全人格的培养，躯体、心理的健康，关注家庭角色、
家庭互动模式、家庭的功能及家庭的内动力。
因此，她是一种医学与人文相结合的综合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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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庭医学》可供当前医学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家庭医学”课程教学之用，亦可作家庭／全科
医师的培训教材，也是广大临床工作者学习参考的最佳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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