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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１　　　　

　　预防医学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并随着

医学实践而不断发展，而中医药学数千年的实践亦闪耀着预防医学思想的光芒，两者

的有机结合可以更好地满足新形势下社会和公众对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的多元化

需求。

高质量的教材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载体，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工具。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在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管理研究会的精心指导下，在２００８年

组织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一线教师编写了“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

《预防医学》，并于２０１１年进行了修订（第２版），这两版教材都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广泛

认可。为适应高等医学教育的发展趋势，更好地满足新形势下全社会对医疗卫生和

健康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启动了《预防医学》（第３版）的修

订编写工作。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十三五”规划教材、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

精编教材，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人才培养为目标，遵循“经典、精炼、新颖、实用”的编

写原则，坚持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中医药教育改革发展要求，内容强调

“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体现“五性”（系统性、继承性、科学性、先进

性和实用性）。２０１６年９月，正值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之际，在成都召开了《预防

医学》（第３版）编委会会议，以第２版教材为基础，并在充分分析了现有诸多教材的

优势和不足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新进展，以及教学实践过程中

的反馈，根据执业医师考试及教学的要求，吐故纳新，讨论并确定了编写思路、提纲、

要求与计划。２０１７年１月，在合肥举行的定稿会对教材书稿进行了认真深入的讨论，

结合贯彻落实《“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等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此后，进行了编

委、副主编和主编的先后交叉审稿与终审，努力做到预防医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理论、

方法进展与中医预防医学实践相结合，实现预防与治疗的统一，确保教材质量。

本教材内容主要包括预防医学绪论、自然环境与健康、社会心理环境与健康、职

业环境与健康、食物与健康、流行病学概述、描述流行病学、分析流行病学、实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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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编写说明

病学、健康管理与健康促进、临床预防服务、社区健康服务、传染病防制、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的防制、医源性疾病的防制（含中药不良反应）、伤害防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防制等内容。

本教材以第２版为基础，并参考了历版《预防医学》教材，在此对《预防医学》第２

版及各参考教材的主编和全体编委深表敬意！本书引用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最新研

究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注，在此一并表示谢意！也感谢参编专家所在院校领导

的大力支持。

限于编著者的学术能力、水平，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足甚至错漏之处。

敬请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订提高。

《预防医学》编委会

２０１７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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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开创至今历六十年。一甲子朝花夕拾，六十年砥砺前行，

实现了长足发展，不仅健全了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创新了中医药高等教育模式，也

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履行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的职能和

使命。高等中医药院校的教材作为中医药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也伴随着中医药高

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从少到多，从粗到精，一纲多本，形式多样，始终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于１９６４年受国家卫生部委托出版全国中医院校试用教材

迄今，肩负了半个多世纪的中医院校教材建设和出版的重任，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深

厚、内涵丰富、文辞隽永、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秀教材。尤其是１９８５年出版的全国统

编高等医学院校中医教材（第五版），至今仍被誉为中医教材之经典而蜚声海内外。

２００６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管理研究会的精

心指导下，在全国各中医药院校的积极参与下，组织出版了供中医药院校本科生使用

的“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以下简称“精编教材”），并于２０１１年进行

了修订和完善。这套教材融汇了历版优秀教材之精华，遵循“三基”“五性”“三特定”

的教材编写原则，同时高度契合国家执业医师考核制度改革和国家创新型人才培养

战略的要求，在组织策划、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反复论证，层层把关，使“精编教材”在

内容编写、版式设计和质量控制等方面均达到了预期的要求，凸显了“精炼、创新、适

用”的编写初衷，获得了全国中医药院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２０１６年８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印

发实施《“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并颁布了《中医药法》和《〈中国的中医药〉白皮

书》，把发展中医药事业作为打造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文

化强国战略以及“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都需要中医药发挥

资源优势和核心作用。面对新时期中医药“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的总体要求，中

医药高等教育必须牢牢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更加主动地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

战略。为此，精编教材的编写将继续秉持“为院校提供服务、为行业打造精品”的工作

前
　
言



２　　　　 前　言

要旨，在全国中医院校中广泛征求意见，多方听取要求，全面汲取经验，经过近一年的

精心准备工作，在“十三五”开局之年启动了第三版的修订工作。

本次修订和完善将在保持“精编教材”原有特色和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经

典、精炼、新颖、实用”的特点，并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系列讲话精神，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２０１６—２０３０年）》和《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中

医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坚持高等教育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

务，立足中医药教育改革发展要求，遵循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律和中医药教育规

律，深化中医药特色的人文素养和思想情操教育，从而达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

效果。

同时，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管理研究会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将不断

深化高等中医药教材研究，在新版精编教材的编写组织中，努力将教材的编写出版工

作与中医药发展的现实目标及未来方向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中医药人才培养与“健

康中国”战略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不断完善高等中医药教材体

系和丰富教材品种，创新、拓展相关课程教材，以更好地适应“十三五”时期及今后高

等中医药院校的教学实践要求，从而进一步地提高我国高等中医药人才的培养能力，

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教材的编写出版需要在实践检验中不断完善，诚恳地希望广大中医药院校师生

和读者在教学实践或使用中对本套教材提出宝贵意见，以敦促我们不断提高。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教学管理研究会理事长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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