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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朝向健康已是不争的事实了，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
在我国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提高国民健康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必须
建立比较完善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服务网络，推动卫生服务利用的均等化，逐步缩
小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造成的健康服务不平等现象。
有鉴于我们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是穷国办大卫生，长期存在着有限的卫生资源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医疗保健需求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体系面临着沉重的压力。
为了缓解这种矛盾和压力，国家提出了医疗卫生保健工作“重点前移”和“重心下移”的发展战略，
以适应新时期大卫生的根本要求。
中医药是整体医学，重视天人相应、形神一体，以辨证论治为主体，以治未病为核心，在医疗卫生保
健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毋庸置疑，亚健康是健康医学的主题之一，致力于亚健康专门学问的系统研究，厘定亚健康的概念，
规范亚健康防治措施与评价体系，编写系列教材培育人才，对于弘扬中医药学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确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大事业，对卫生工作重点移向维护健康，重心移向广大民众
，尤其是九亿农民，从而大幅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也有积极的作用。
回顾上个世纪西学东渐，知识界的先驱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破除三纲五常，推进社会改革，无疑对
国家民族的繁荣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二元论与还原论的盛行也冲击着传统的优秀的中华文化，致使独具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医药学随之
停滞不前，甚而有弃而废之的噪声。
幸然，清华与西南联大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与吴宓等著名学者大师虽留学西洋，然专心
研究哲学文史，大兴国学之风，弘扬中华文化之精髓，其功德至高至尚，真可谓“与天壤同久，共三
光而永光”，令吾辈永远铭记。
中医中药切合国情之需，民众渴望传承发扬。
当今进入新世纪已是东学西渐，渗透融合儒释道精神，以整体论为指导的中医药学，其深化研究虽不
排斥还原分析，然而提倡系统论与还原论的整合，将综合与分析、宏观与微观、实体本体论与关系本
体论链接，共同推动生物医药科学的发展，为建立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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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健康是健康医学的主题之一，致力于亚健康专门学问的系统研究，厘定亚健康的概念，规范亚
健康防治措施与评价体系，编写系列教材培育人才，对于弘扬中医药学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确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大事业，对卫生工作重点移向维护健康，重心移向广大民众，尤其
是九亿农民，从而大幅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也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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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亚健康管理学是一门集生命科学、管理科学和信息科学于一体的综合学科，是一门新兴的、有
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发展潜力和空间都极大的学科。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①研究如何通过科学管理使个体或群体健康素质和能力得以提高和保持；②研究
如何通过健康检测、监测与健康评估来全面了解个体或群体的当前健康状况、健康未来走向以及与其
所承担的工作任务、生活负担及环境的适应情况，从而为制定科学的亚健康干预方案提供依据；③研
究中医治未病、中医养生学等理论与存在健康风险的亚健康人群的管理创新理念、模式、技术及方法
问题；④研究生理、心理、社会适应性亚健康的测量方法、评价标准、维护与管理原则、技能等；⑤
研究亚健康管理面临的教育培训问题（包括亚健康管理者的专业培训和公众健康自我管理培训）；⑥
研究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以及社区卫生服务领域内的亚健康管理问题；⑦研究健康保险、健康信息技
术与亚健康管理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⑧研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物质、精神文明的进步而随之带来
的人们对健康需求的不断增长和对亚健康管理理论、技术及服务方面提出的新问题、新要求。
第一节 亚健康管理的提出与发展诺贝尔奖得主PeterMedawar曾经说过：延长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是
医学的灵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一切医学研究为之奋斗的最高目标。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健康观也随之发生变化。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美状态。
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下的定义是：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而是身体、心理、社会与
自然和谐统一的适应完好状态。
WHO关于健康的十条标准是：①有充沛的精力，能从容不迫地安排生活、胜任工作，而不感到疲劳
和紧张；②处事乐观，态度积极，勇于承担责任；③精神饱满，情绪稳定，善于休息，睡眠良好；④
应变能力强，能适应外界环境各种变化；⑤自我控制能力强，善于排除干扰；⑥体重适当，身体匀称
，站立时头肩臂的位置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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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亚健康管理》：亚健康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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