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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全科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与基层医疗卫生中全科医生的岗位任务结合起
来，本着必需、够用的原则，力求体现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
本教材突出了全科医生的岗位任务，除了供专科层次临床医学专业使用外，也可作为基层卫生人员全
科医生岗位培训的参考用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科医学基础>>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服务
　第一章 全科医学与社区卫生服务概述
　　第一节 全科医学
　　　一、全科医学的定义和特点
　　　二、医学发展与全科医学的产生
　　　三、全科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第二节 全科医疗
　　　一、全科医疗的定义和特点
　　　二、全科医疗与专科医疗的区别和联系
 　第三节 全科医生
　　　一、全科医生的定义
　　　二、全科医生的角色和素质能力
　　　三、全科医生的培养模式
　第二章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与社区卫生服务
　　　⋯⋯
第二篇 全科医学基本理论与方法
　第三章 以人为中心的健康照顾
　第四章 以家庭为单位的健康照顾
　第五章 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照顾
　第六章 以预防为导向的健康照顾
　第七章 居民健康档案建立与管理
第三篇 全科医学与社区基本医疗服务
　第八章 全科医疗的临床思维
　第九章 全科医疗的诊疗模式
第四篇 全科医学与社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第十章 社区群体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
　第十一章 社区慢性病病例管理
　第十二章 社区重点人群保障
　第十三章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传染病报告与处置
第五篇 实训实习
　第十四章 实训实习相关内容
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科医学基础>>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人口老龄化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普遍改善，公共卫生事
业的迅速发展和以急性传染病和营养不良为目标的第一次卫生革命的成功，使人口死亡率，特别是婴
儿和孕产妇死亡率明显下降，促进了人类的寿命延长和人口数量的激增，进而使许多国家进入了老年
型社会。
我国在2000年也已正式宣告进入老年型社会。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一方面，社会劳动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赡养系数明显增大，社会的经济和医疗保健负担加重；另一
方面，进入老年以后，人的生理状况及需求发生了较大的改变，表现在生理功能的衰退、行为能力的
降低、社会地位的改变及心理精神方面的变化，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全面下降，出现了“长寿”与“
健康”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而高度专科化因其医疗服务的狭窄性、片断性以及医疗费用的昂贵加剧
了这一矛盾。
2.疾病谱与死因谱的变化20世纪中期以前，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是各种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症，随
着抗生素的发明和营养状态的普遍改善，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症在疾病谱与死因谱上的顺位逐渐下降，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慢性退行性疾病、与生活方式及行为有关的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和意外死亡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前几位死因。
由于疾病谱与死因谱的变化，向现代医学及医疗服务系统提出了新的挑战，且慢性病在病因、病理方
面与急性传染病的区别也要求医疗服务适应其需求。
例如：服务层次要求生物、心理和社会的全方位}服务时间要求长期和连续的照顾；服务地点要以家庭
和社区为主；服务类型要求综合性的照顾重于单纯医疗服务；服务方式要求医患双方共同参与。
这些新的需求也促使了全科医学的产生。
3.医学模式的转变所谓的医学模式又称为“医学观”，是指医学整体上的思维方式，即以何种方式解
释和处理医学问题。
因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一哲学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影响，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多种不同内容
的医学模式，如古代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近代的机械论医学模式以及现代韵生物医学模式和生物一
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
生物医学模式是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医学观，它把人作为生物机体进行解剖分析，致
力于寻找每一种疾病特定的病因和生理病理变化，并研究相应的生物学治疗方法，迄今为止，生物医
学模式一直是医学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也是大多数专科医生观察处理其领域内问题的基本
方法。
可以说，生物医学模式对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生物医学模式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某些疾病的心理社会病因，以及疾病造成的种种心身不适，无法
解释生物学与行为科学的相关性，更无法解决慢性患者的心身疾患和生活质量降低等问题。
尤其随着慢性病患病率的日趋上升，生物医学模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明显，由此产生了生物一心
理一社会医学模式。
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概念是由美国医生G.LEngle于1977年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医学模式必须
考虑到患者以及其生活环境，并通过医生的作用和卫生保健制度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
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是一种多因多果、立体网络式的系统论思维方式，它认为人的生命是一个
开放系统，通过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内部的调控能力决定健康状况。
因此，除了生物医学作为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之外，还应考虑到患者的心理和环境因素。
同时，无论是医学的科学研究领域、医生的诊疗模式或医疗保健事业的组织形式，都应根据新的模式
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医学模式转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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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科医学基础》是全国医学院校高职高专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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