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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预防医学》是为适应新形势下全国高职高专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要求，以人群健康的影响因素、医学研究的常用方法、疾病防治的策略与措施为主线，按照现代
医疗卫生服务实际需要而编写的，主要供高职高专护理、临床、检验、药学、口腔、影像、医学技术
、卫生管理等非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使用。
　　本教材坚持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为核心，以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学生为主体的指
导思想和编写原则。
全书共分10章，内容包括绪论、生态环境与健康、生活环境与健康、食物因素与健康、生产环境与健
康、社会环境与健康、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医学统计基本方法、
流行病学基本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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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生命源于水，水是构成机体的重要成分，是一切生命过程必需的基本物质，在人类
生活和一切生产活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成人体内水分含量占体重的65％左右，儿童可达80％。
成人每日生理需水量为2～3 L。
此外，水在保持个人卫生、环境清洁、调节气候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我国人均淡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同时水体污染加剧了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因此，保护水资源
，供给量足质优的饮用水，重视饮水卫生对防止疾病发生、促进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一、水源的种类及其卫生学特征 地球上的天然水源分为降水、地表水和地下水三大类。
 （一）降水 降水是指雨、雪、雹水。
降水的特点是：矿物质含量较低；其化学组分存在地区性差异，与地区地质特点、大气污染有关（如
沿海地区降水中的氯化钠含量较高，飘尘污染严重的地区降水浑浊度则较高）；降水量存在明显的地
区性和季节性差异。
 （二）地面水 地面水是指裸露在地表的水体，包括江、河、湖、塘、水库水等。
地面水的主要补给来源是降水，与地下水也有相互补给关系。
其特点是：水质较软，含盐量较低；暴露在地表，最易受到污染；其净化能力与地面水的水量和流动
性有关；加之取用方便，成为日常生活和工业用水的主要来源。
 （三）地下水 地下水是指潜藏在地表下的水体，由降水和地面水补给，水质与地下水在地表下的位
置以及土壤岩石成分及结构有关。
根据它和地壳不透水层的关系及流动情况，地下水可分为浅层地下水、深层地下水和泉水三种。
浅层地下水是指潜藏在地表下第一个不透水层上的地下水，浅井即取自浅层地下水，是我国广大农村
地区最常用的水源。
其特点是：水质感官性状较好；较易污染；水量不稳定；矿物盐含量较高，硬度较大。
深层地下水是指在第一个不透水层以下的地下水，常作为城镇集中式供水的水源之一。
其特点是：不易受到地面的污染；水质和水量都较稳定，无色透明、水温恒定、细菌数极少；含盐量
高，硬度大。
泉水是通过地表缝隙、依靠重力或压力涌出的地下水。
天然矿泉水来自深层地下水，以含有一定量的矿物盐、微量元素（如锂、锶、锌、溴、碘、偏硅酸、
硒）以及二氧化碳为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地下水流动慢，溶解氧含量低，一旦被污染，自净能力较差。
所以，在挖井时，须注意防止污染。
某些地区的地下水可能还含有较高的放射性。
 二、水体污染与健康 水体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污染物进入水体后，超过了水体的自净能力
，使水质、水体底质的理化特性及水环境中的生物特性、种群、组成等发生改变，从而影响水的使用
价值，造成水质恶化，甚至危害人体健康或破坏生态环境的现象。
引起水体污染的污染物主要来自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
水体污染可分为生物性、物理性和化学性污染。
 （一）生物性污染 生活污水、某些工业废水（制革、屠宰业）和医院污水排入水体后，其中的病原
微牛物污染水体，可造成介水传染病的流行，如霍乱、伤寒、痢疾等。
 （二）物理性污染 物理性污染有热污染和放射性污染。
热污染是工业企业向水体排放高温废水所致，造成水温升高，水中化学反应和生化反应速度加快，溶
解氧减少，影响鱼类和水中生物的生存和繁殖。
放射性污染主要来自核动力工厂排放的冷却水、向海洋投弃的放射性物质、核爆炸的散落物、核动力
船舶事故泄漏的核燃料等。
放射性物质可附着在生物体表面，也可在生物体内蓄积。
 （三）化学性污染 水体受到工农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污染，使水中含有各种有害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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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中的有机污染物主要有酚类、苯类、卤烃类化合物和油类；无机污染物主要有汞、镉、铅、砷、
铬、氮、磷、氰化物等。
水体遭受有害化学物质污染后，通过饮水或食物链可使居民发生急、慢性中毒，甚至引起公害病如日
本发生的水俣病、痛痛病等。
 有些污染物虽然对人体不产生直接危害，但可以改变水的感官性状，使水质恶化，妨碍水体的正常利
用。
富营养化（eutrophication）是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生物所需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大量进入湖泊、河
口、海湾等缓流水体，引起藻类及其他浮游生物迅速繁殖，水体溶解氧量下降，水质恶化，鱼类和其
他生物大量死亡的现象。
水体出现富营养化现象时，由于占优势藻类的颜色不同，水面上可呈现绿色、红色、棕色、乳白色等
，这种现象出现在江河湖泊中称为水华，出现在海湾中称为赤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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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高职高专"十二五"规划教材:预防医学》每章或节前有“案例导入”，正文中插入“知识链接”
“案例分析”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
结合案例介绍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融理论与实践为一体，全面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章后目标检测，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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