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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特色军事变革正加速推进，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对后勤
保障提出了新的需求。
为适应我军新时期后勤变革的需要，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医学人才，第三军医大学注重深化教学改革
，着眼更新教学内容，定期修订出版军事医学教材。
今年，由校长王登高教授担任总主编，组织校内外知名专家编写的第二轮军事医学系列教材即将出版
。
这是第三军医大学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和胡主席重要指示、推进军事理论创新、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
具体体现，也是该校鲜明军事医学特色的反映。
该套教材体系完整，特色鲜明：一是在内容上体现了军事变革和科技发展对军事医学教育的需求。
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军事科技、武器装备、战争形态、战场环境、作战样式和军事理论深刻变
化、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使军事医学教育面临重大抉择，对军事医学人才群体结构和知识、能力和
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在定位上适应了联合作战条件下卫生联勤保障对军事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
前瞻性地将培养目标定位在三军一体化保障需要的“综合性全职能型”军事医学人才上，加强了卫勤
保障中应急反应能力、医疗后送能力、卫生防疫防护能力的培养。
三是在编写体例上形成了25部组成的第二轮军事医学系列教材，注重创新与继承相结合，既体现了世
界军事医学研究的最新动向，又体现了我军军事医学教育本土化特征。
我相信，这套系列教材能够较好地满足院校、部队需求，必将对我军军事医学学科建设，深化院校教
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我希望军事医学系列教材能在军队高等医学院校教育教学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完善，为推进我军
军事医学教育事业、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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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联合卫生勤务学(第2版)》为军事医学系列教材之一。
其目的是适应联勤体制条件下卫勤保障的基本要求，基于第一任职培训的需要，培养学员掌握平、战
时联合卫生勤务的主要内容及工作，卫生联勤保障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
该书分为总论、平时卫生勤务、战时卫生勤务三篇，共十二章，全面介绍了联合卫生勤务学基本知识
、卫勤管理理论与方法、军队卫生法规与战争法、部队平时卫生勤务、军队医院平时卫生勤务、救灾
卫勤保障、战时卫勤保障基本理论、战时卫勤组织指挥、医疗后送、特种武器条件下的卫生联勤保障
、联合作战卫生联勤保障、部队战时卫生勤务等内容。
《联合卫生勤务学(第2版)》吸纳和借鉴了近年来卫勤研究和实践的最新成果，将内容体系上进行了大
胆尝试。
《联合卫生勤务学(第2版)》主要供军队医学院校各专业学员学习使用，亦可作为部队卫勤训练教材，
还可作为卫勤机关、部队卫勤管理干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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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总论第一章 联合卫生勤务学概论第一节 联勤与卫生联勤概述一、联勤概念及其发展概况二、
卫生联勤概念及主要内容第二节 联合卫生勤务一、联合卫生勤务概念及特性二、联合卫生勤务与战争
、军事、军队和武器装备第三节 卫生联勤保障一、卫生联勤保障及其发展二、卫生联勤保障方式三、
卫生联勤组织体系第四节 联合卫生勤务学研究对象、范围与内容一、联合卫生勤务学概念二、联合卫
生勤务学研究对象与内容三、联合卫生勤务学研究范围第五节 联合卫生勤务学研究方法一、概述二、
联合卫生勤务学研究方法第二章 卫勤管理理论与方法第一节 概述一、管理与卫生管理二、军队卫勤
管理第二节 卫勤管理基础理论一、系统论二、控制论三、信息论第三节 卫勤管理基本原理一、系统
整体原理二、信息反馈原理三、能级适应原理四、动态弹性原理五、效益最佳原理六、动力激励原理
第四节 常用卫勤管理技术与方法一、概述二、常用卫勤管理方法三、计划评审技术四、系统分析五、
指标体系及其筛选方法六、预测技术七、决策技术第三章 军队卫生法规与战争法第一节 法的一般理
论一、法、卫生法二、法规、卫生法规三、几个相关概念第二节 军队卫生法规一、概念二、军队卫生
立法三、军队卫生法规分类第三节 战争法与人道主义保护一、战争与战争法二、对战争法的辨证认识
三、国际人道主义及人道主义救援四、战争法的传播第四节 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卫生准则一、世界卫
生组织二、国际卫生准则第二篇 平时卫生勤务第四章 部队平时卫生勤务第一节 概述一、概念二、部
队平时卫生勤务特点三、部队平时卫勤管理第二节 陆军部队平时卫生勤务一、陆军步兵平时卫生勤务
二、陆军航空兵部队平时卫生勤务三、陆军装甲兵部队平时卫生勤务四、陆军炮兵部队平时卫生勤务
第三节 海军部队平时卫生勤务一、概述二、舰艇部队卫勤保障三、海军航空兵卫勤保障第四节 空军
部队平时卫生勤务一、概述二、航空兵场站平时卫生勤务三、航空兵飞行卫生勤务第五节 第二炮兵部
队平时卫生勤务一、概述二、连、营、团(旅)平时卫生勤务三、基地医院平时卫生勤务第六节 预防、
医疗、保健一体化一、军队卫生防疫二、军人医疗保健三、医疗、预防、保健一体化第五章 军队医院
平时卫生勤务第一节 概述一、军队医院的概念、特点与类型二、军队医院的任务与功能三、军队医院
组织机构第二节 军队医院业务管理一、门诊、急诊管理二、临床医疗管理三、临床护理管理四、医疗
质量管理第六章 救灾卫勤保障第一节 概述一、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抢险救灾二、灾害及其危害三、军
队和军队卫勤部门在抢险救灾中的特殊作用第二节 救灾卫勤保障一、救灾卫勤保障概念二、救灾卫勤
保障特点三、救灾卫勤保障的基本任务第三节 灾害时伤病员的空运救护一、空运救灾的作用与任务二
、灾害伤病员的空运救护第三篇 战时卫生勤务第七章 战时卫勤保障基本理论第一节 卫生减员理论一
、减员的基本概念和区分二、减员分析三、卫生减员预计第二节 复合伤员流理论一、信息化战场与伤
员流动二、复合伤员流三、复合伤员流的动力四、复合伤员流的原理五、基于复合伤员流理论的卫勤
保障第三节 伤病员分类理论一、概述二、常见的伤病员分类方法三、伤病员分类理论的发展趋势第四
节 分级救治理论一、传统分级救治理论二、现代分级救治理论三、救治种类与救治范围第五节 时．
效救治理论一、时一效救治有关概念二、战伤救治时一效规律三、时一效救治理论四、时一效救治理
论与分级救治第八章 战时卫勤组织指挥第一节 概述一、卫勤组织指挥概念二、卫勤组织指挥基本要
求第二节 卫勤组织指挥的程序与主要工作一、组织战斗、战役阶段二、战斗、战役实施阶段三、战斗
、战役结束后第三节 卫生战备与卫勤保障计划一、卫生战备二、卫生战备方(预)案三、卫勤保障计划
第四节 卫勤力量的使用一、卫勤力量的使用原则二、卫勤力量预计第九章 医疗后送第一节 医疗后送
体制一、医疗后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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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军队在灾害救援中具有重要的突击作用灾害救援是军队一项非战争军事行动，平时为应
付可能发生的战争或军事突发事件和非战争军事行动军队即进行准备和戒备（即所谓战备），制订出
战备计划、战备制度。
不仅如此，军队素质好，编制体制科学，组织严密，有快速反应能力。
所以，灾害发生时，这种快速反应优势，使军队在灾害紧急救援阶段首先到达重灾区迅速展开救援活
动。
军队训练有素，野外生存能力强，灾害时，特别是重大灾害，灾区生活和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人员大
量伤亡，与战争极其相似，抢险救灾体力消耗大，心理负荷重，生活艰苦，常常在险情威胁下展开救
援活动，军队能迅速适应，成为抢险救灾的突击力量。
（二）军队是抢险救灾的常备力量军队装备精良，掌握现代化通讯工具和和大量的车辆、舰船和飞机
等运输工具，有完善的保障体系。
卫勤部门平时即有适量的战备药材、装备贮备，携行和运行药品器材品量充足，所以，军队具有良好
的机动能力，灾害紧急救援时，可齐装满员迅速机动赶赴灾区，组织大规模救援力量开展现场救援，
因此，军队是抢险救灾的常备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人民军队，在历次抢险救灾中，广大指战员牢记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不畏艰险，英勇奋战，特别是在灾情严重的救灾初期阶段，在诸多救灾力量中起到主
力军作用。
仅20世纪80年代，我军共参加抢险救灾12万次，出动人员800多万，动用飞机，舰艇2300多架（艘）次
，车辆机械450多台（次），转移和救出遇险群众147万多人。
在唐山、汶川大地震等灾害中，我军卫勤部门投入了大量救灾力量，1976年唐山大地震我军8000多名
卫生人员参加救灾；1998年我国南方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我军一线卫生人员达8500人；2003年抗“非
典”时，我军抽调1200名卫生人员在北京组建了小汤山医院，积极投入到救灾卫勤保障中，既体现了
我军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亦大大提高了我军卫生战备水平。
（三）军队卫勤部门在灾害救援中的全面综合卫生支援作用在军队抢险救灾中，卫勤部门及时组织医
疗队（或手术队）、防疫队、心理咨询和治疗队等迅速赶赴灾区实施紧急救援，开展现场急救，开设
野战医院，接收住院伤病员并后转，进行心理咨询、干预和治疗，开展广泛的心理救援，避免由于长
期心理创伤的暴露，导致心理创伤的加剧和恶化，组织巡回医疗（救治），在控制疫病发生、流行，
协助灾区进行卫生事业的恢复、建设中，开展卫生防病宣传，组织防疫工作，有效地完成了一系列抢
救灾民的任务，进行了全面的综合卫生支援。
仅据1966年以来的9次强烈地震救灾工作统计，我军抢救危重伤员共78000多人，1976年唐山地震，我
军组织了良好的空运后送地震伤员工作，震后14d，就空运外转地震伤员2万多人，创造了城市地震伤
员空运后送的奇迹，开创了我国大规模空运后送伤员的新纪元。
1991年夏，我国18个省市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全军共派出医疗队、防疫队266支，3077人
，救治灾民32.7万人次，培训基层人员6000余人，支援地方药品器材价值2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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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联合卫生勤务学(第2版)》：军事医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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