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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预防医学概述



一、预防医学
的概念

n预防医学的概念：

是医学的一门应用学科，它以个体和

确定的群体为对象，目的是保护、促

进和维护健康，预防疾病、失能和早

逝。



预防医学的特点

■（1）预防医学的工作对象包括个体及确定的群体，主要着眼于健康
和无症状患者。

■（2）研究方法上注重微观和宏观相结合，重点研究健康影响因素与
人群健康的关系、预防的有效手段和效益。

■（3）采取的对策既有针对个体预防疾病的干预，更重视保障和促进
人群健康的社会性措施。



二、预防医学
的学科体系

■预防医学的学科体系可以
分为：

1.流行病学

2.医学统计学

3.环境卫生科学

4.社会与行为科学

5.卫生管理学



n 流行病学和医学统计学：
    为预防医学学科的基础方法学，用以了解和分析不同疾病的分布规

律、找出决定健康的因素，评价干预方法效果。
n 环境卫生科学：
    主要研究人们周围环境尤其是物质环境对人群健康影响的发生与发

展规律，并通过识别、评价、利用或控制与人群健康有关的各种物质环
境因素，达到保护和促进人群健康的目的。
n 社会和行为科学：
    是研究社会因素和行为对人群健康的影响，从而采取有针对的社会

卫生和行为干预措施来促进人们的健康。
n 卫生管理学：
     从管理学的角度，研究卫生体系内部有关的政策、经济效益以及管

理制度和机制，从而保证卫生服务质量、效率、效果和效用。



三、健康影响
因素

■健康影响因素

环境因素

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

生物遗传因素

卫生服务



1.环境因素

■ （1） 社会经济环境环境

■ 1）社会制度与政策；2）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3）文化背景和社会支持网络；
4）教育；5）就业和工作条件

■ （2） 物质环境

■ 内容：①生物因素；②化学因素；③物理因素；④建筑环境

■ 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来源： ①自然环境中的各类物质；②工业生产的有害物
质；③在农业耕种等条件下产生 的有害物质；



2.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

■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概念：

■ 是个人或群体在长期的社会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种行为倾向或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
受个体特征和社会关系所制约，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环境等多种因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下形成的。

■健康相关行为：
■ 是指人类个体和群体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行为，按照行为对行为者自身和他人健康状

况的影像，可分为促进健康行为和危害健康行为。

■促进健康行为：指个人或群体表现出的、客观上有利于自身和他人健康的行为；

■危害健康行为：指偏离个人、他人和社会健康期望、不利于健康的行为。



3.生物遗传因素

■生物遗传因素人体的生物学特征是健康的基本影响因素。

■遗传因素包括遗传、免疫、生长发育、衰老等。

■许多疾病与遗传因素有关，有的单基因遗传病直接与遗传因素有关。
但是，绝大多数疾病是基因与环境和生活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4.卫生服务

■卫生服务卫生服务尤其是维持和促进健康、预防疾病和损伤、健全
的卫生机构，完备和质量保证的服务网络，一定的经济投人，公平
合理的卫生资源配置，以及保证服务的可及性，对人群健康有着重
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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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级预防
策略

■疾病自然史概念：

■ 疾病从发生到结局（死亡或痊愈）的全过
程

■疾病自然史的几个阶段：

病理发生期、症状发生期、临床期、结局。

■三级预防策略概念：

根据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健康影响因素
的特点，把预防策略按等级分类



第一级预防

■又称病因预防。
■ 在第一级预防中，如果在疾病的因子还没有进入环境之前就采取预防性措施，则称为

根本性预防。

■ 第一级预防包括针对健康个体的措施和针对整个公众的社会措施。

■针对健康个体的措施：

■ ①个人的健康教育；②有组织地进行预防接种；③做好婚前检查和禁止近亲结婚；
④做好妊娠和儿童期的卫生保健；⑤某些疾病的高危个体服用药物来预防疾病的
发生，即化学预防。

■针对公众健康所采取的社会和环境措施：

■ 制定和执行各种与健康有关的法律及规章制度，有益于健康的公共政策，利用各种媒
体开展的公共健康教育，防止致病因素危害公众的健康，提高公众健康意识和自控能
力。



第二级预防

■在疾病的临床前期做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三早”
预防工作，以控制疾病的发展和恶化。

■早期发现疾病可通过普查、筛检、定期健康检查、高危人群重点项
目检查及设立专科门诊等。

■对于某些有可能逆转、停止或延缓发展的疾病，则早期检测和预防
体格检查更为重要。

■对于传染病，除了“三早”，尚需要做到疫情早报告及患者隔离，
即“五早”。



第二级预防

■对已患某些疾病的人，采取及时的、有效的治疗措施，防止病情恶
化，预防并发症和伤残；

■对已丧失劳动力或残疾者，主要促使功能恢复、心理康复，进行家
庭护理指导，使患者尽量恢复生活和劳动能力，能参加社会活动并
延长寿命。



■对不同类型的疾病，有不同的三级预防策略。

■但任何疾病，不论其致病因子是否明确，都应强调第一级预防。如
大骨节病、克山病等，病因尚未肯定，但综合性的第一级预防还是
有效的。

■有些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除针对其危险因素，
致力于第一级预防外，还应兼顾第二级和第三级预防。

■对那些病因和危险因素都不明，又难以觉察预料的疾病，只有施行
第三级预防这一途径。

■三级预防措施的落实，可根据敢于对象是群体或个体，分为社区预
防服务和临床预防服务，前者的实施主体是公共卫生人员，后者是
临床医务人员。



练一练

■ 多选题（各选项中有二个及以上选项是正确的，少选或多选均不得分-每小题1分
） 

■ 1、以下属于预防医学的学科体系的是（                     ）

■ A、卫生管理学

■ B、流行病学

■ C、社会与行为科学

■ D、环境卫生科学

■ E、医学统计学

ABCDE



练一练

■ 单选题（在每小题列出的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在题
后的括号里，错选或未选均无分。每小题1分） 

■ 2、下列不属于健康影响因素的是（         ）

■ A、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

■ B、医疗服务

■ C、生物遗传因素

■ D、卫生服务

■ E、环境因素

B



练一练

■ 单选题（在每小题列出的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在题
后的括号里，错选或未选均无分。每小题1分） 

■ 3、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任何疾病，不论其致病因子是否明确，都应强调第二级预防

■ B、对已患某些疾病的人，采取及时的、有效的治疗措施，防止病情恶化，预防并
发症和伤残，属于第二级预防

■ C、对于某些有可能逆转、停止或延缓发展的疾病，则加强临床治疗更为重要

■ D、第二级预防又称病因预防

■ E、某些患病的高危个体服用药物来预防疾病的发生，即化学预防

E



第二节
临床预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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