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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科医学是面向社区和家庭，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内容于
一体的综合性医学专业学科，是临床二级学科。
其范围涵盖了不同年龄、性别、各个器官系统以及各类疾病。
其主旨是强调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整体健康的维护与促进为导向的长期负责式照顾，并将
个体与群体健康照顾融为一体。
将全科／家庭医学理论应用于患者、家庭和社区照顾的一种基层医疗专业称为全科医疗，全科医疗的
卫生服务提供者为全科医师，又称家庭医师。

　　《全国医药卫生类农村医学专业教材：全科医学基础》供农村医学专业学生“全科医学专门化”
学习使用，为全科医师提供全科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全国医药卫生类农村医学专业教材：全科医学基础》共分五章：第一章全科医学概论，阐明全科医
学、全科医疗、全科医生的概念，全科医学的基本特征，卫生改革和社区卫生服务。
第二章以人为中心的服务，阐明两个不同的中心即疾病与患者以及全科医生的应诊过程——以人为本
模式的体现。
第三章全科医疗的临床诊疗思维，阐述病史采集的方法、住院病历书写的基本要求、系统体格检查、
常见症状的诊断与鉴别诊断、以症状为导向的诊疗模式、全科医疗中用药的原则。
第四章医患沟通与交流的基本技巧，阐述医患关系的含义、模式，医患沟通、交流的技巧。
第五章全科医疗中的伦理学问题，阐明全科医生与伦理学决策、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全科医疗中
的医患关系以及患者的基本权利等。
学生学习时既要全面系统，又要抓住重点，力求学有所得，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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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为了达到这一点，必须有临床医生提供一种特异性诊断的l临床方法，这种医学模
式决定了专科医生的职业态度。
在诊治过程中，医生是主动者，而患者则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
医生极少将重心放在患者对疾患体验的主观反映上，而将大部分重心放在客观程序和实验室检查上；
专科医生注重于病，而忽视人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因此提供给患者的服务是机械的、不完整的、片断
的；医患关系不密切、淡漠、缺乏连续性，随着一次就诊过程的结果而结束。
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医疗技术手段不断提高，但近年来人们对这种失人性的专科化服务的满
意度却在下降，抱怨医生的职业道德滑坡，医疗市场难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
 在长期的全科医疗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全科医学秉承了系统论、整体论的哲学观点，它认为：疾病不是
单因单果，而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它涉及环境、精神和躯体等
多方面；疾病不能与患病的人相脱离，患者不能和其居住的环境相脱离，躯体和精神是有相联系的，
是整体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可分割；医疗服务是医患互动的过程，医患关系影
响着这一过程的结果和质量，医生和患者都是这一过程的主动参与者。
全科医学的医学观决定了全科医生的态度，具体表现在： 1.注重于人而不是病 必须明确医生的服务对
象是患者，医生的目的是使患者得到满意的服务。
人是有丰富感情和自我意识的，是需要思想交流的。
通过交流，全科医生可以进入患者的情感世界，去感知患者的内心体验，同时以自身的丰富情感和人
格体验去打动患者，使患者产生一种认同感、安全感和信任感。
交流的本身就是一种治疗，甚至起到药物治疗达不到的效果。
 2.充分发挥患者的主观能动性 充分发挥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并注意其个体化的倾向。
除了药物和其他医学手段外，患者本身就是治疗疾病的资源，全科医生应充分利用患者本身的潜能和
主观能动性，对患者进行教育，使其成为健康的促进者和治疗的积极配合者。
此外，患者具有个性化的倾向。
对于专科医生来说，疾病是千篇一律的，一组相同的症状、阳性体征和化验结果也许就等于同一种病
，其治疗方案也大同小异。
但对全科医师来说，由于每个患者所处的环境都不一样，每个患者的性格特征不一样，同种疾病在不
同的患者身上反应也会不一样。
同样是冠心病，A型性格者和B型性格者对疾病的担忧程度可能很不相同，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
性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医生的服务需求也可能不一样。
因此，对不同的‘患者要了解其不同的动机和期望，医生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患者的期望。
 3.尊重患者权利 病人就医，在情感上更需得到尊重和认同，患者和医生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患者
有权了解自身问题的原因、严重性以及医生的处理方案，全科医生应尊重患者的权利，向患者作耐心
细致的解释，以取得患者在治疗上最充分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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