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职高专工学结合教改规划教材系列

Public Health
公 　共 　卫 　生

主 　编 　钟要红

副主编 　王妮妮 　曲彤薇

戴 　苡 　赵海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卫生 ／钟要红主编 ．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２ ．７

　 ISBN ９７８‐７‐３０８‐１０２８０‐３

　 Ⅰ ． ①公 ⋯ 　 Ⅱ ． ①钟 ⋯ 　 Ⅲ ． ①公共卫生 —卫生服务 —

中国 　 Ⅳ ． ① R１９９ ．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２０１２）第 １６６０２２号

公共卫生
钟要红 　主编

丛书策划 　阮海潮（ruanhc＠ zju ．edu ．cn）
责任编辑 　阮海潮

封面设计 　姚燕鸣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１４８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０７）

（网址 ：http ：／／www ．zjupress ．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富阳市育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７８７mm × １０９２mm 　 １／１６

印 　 　张 　 １０

字 　 　数 　 ２５６千

版 印 次 　 ２０１２年 ７月第 １版 　 ２０１２年 ７月第 １次印刷

书 　 　号 　 ISBN ９７８‐７‐３０８‐１０２８０‐３

定 　 　价 　 ２９ ．００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０５７１）８８９２５５９１



前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显著成

就 ，覆盖城乡的医药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疾病防治能力不断增强 ，医疗保障
覆盖人口逐步扩大 ，卫生科技水平迅速提高 ，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明显改善 ，居民

主要健康指标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 。尤其是抗击非典取得重大胜利以来 ，各级

政府投入加大 ，公共卫生 、农村医疗卫生和城市社区卫生发展加快 ，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取得突破性进展 ，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打

下了良好基础 。同时也应看到 ，当前我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健
康需求及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求不适应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 。城乡和区域医疗

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 ，资源配置不合理 ，公共卫生和农村 、社区医疗卫生工作仍

比较薄弱 。为切实改善基层卫生服务状况 ，国务院出台了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
期重点实施方案（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１ 年）枠 ，明确将基层卫生服务定位于公共卫生服务

和基本医疗服务 。

本教材根据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精神和枟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枠 ，结合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枟预防医学枠考试大纲 ，介绍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中所

需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使学生具备开展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基本知识和能

力 。主要内容包括人类生存环境及其与健康的关系 ，当前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 ，

环境污染的来源 、危害及防治原则等 ；空气 、水 、住宅环境 、公共场所 、化妆品与健

康的关系及相应预防控制措施 ；饮食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及相应预防控制措施 ；职

业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及相应预防控制措施 ；传染性疾病防治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管理 ；预防接种 ；消毒程序 、常用方法 、监测与效果评价及管理 。

本教材面向基层公共卫生服务岗位 ，适用于社区责任医生培养时使用 。由

于编者的经验和水平有限 ，在教材内容选取和组织上难免存在不足之处 ，恳请各

位同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以便今后不断加以完善 。

编 　者
２０１２年 ７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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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类与环境

第一节 　环境的概念

一 、环境

环境（environment）是相对于某一事物来说的 ，是指围绕着某一事物（通常称其为主体）

并对该事物会产生某些影响的所有外界事物（通常称其为客体） ，即环境是指相对并相关于

某项中心事物的周围事物 。世界卫生组织（WHO）公共卫生委员会给“环境”的定义是 ：在特

定时刻由物理 、化学 、生物及社会的各种因素构成的整体状态 ，这些因素可能对生命机体或

人类活动直接地或间接地产生现时的或远期的作用 。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枠则从法

学的角度对环境概念进行阐述 ：“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

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 ，包括大气 、水 、海洋 、土地 、矿藏 、森林 、草原 、野生生物 、自然

遗迹 、人文遗迹 、风景名胜区 、自然保护区 、城市和乡村等 。”这就是把人类以外的生物要素和

非生物要素都看作人类的环境 。环境与健康所研究的环境是人类生存的环境 ，也是与人类

健康密切相关的重要条件 。与人类健康关系密切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

自然环境（natural environment ）按环境要素 ，又可分为大气环境 、水环境 、土壤环境 、地

质环境和生物环境等 ，主要就是指地球的五大圈 ———大气圈 、水圈 、土圈 、岩石圈和生物圈 。

自然环境包括原生环境和次生环境两部分 。

１ ．原生环境 　原生环境（primary environment ）是指天然形成的 、未受或少受人为因素

影响的环境 。如人迹罕至的高山荒漠 、原始森林 、冻原地区及大洋中心区等 。在原生环境中

按自然界原有的过程进行物质转化 、物种演化 、能量和信息的传递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

断扩大 ，原生环境日趋缩小 。

２ ．次生环境 　次生环境（secondary environment ）是指在人类活动影响下 ，环境中的物

质交换 、迁移和转化以及能量 、信息的传递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环境 。如耕地 、种植园 、鱼

塘 、人工湖 、牧场 、工业区 、城市 、集镇等 。次生环境是原生环境演变成的一种人工生态环境 。

其发展和演变仍受自然规律的制约 。这种变化对人类产生有利或有害的影响 。人类的活动

如能重视环境中的物质 、能量的平衡 ，就会带来良好的影响 。如果在生产过程中不重视环境

中的物质 、能量平衡 ，就会使次生环境的质量变劣 ，给人类带来灾难 。

二 、环境因素

人类环境中含有许多与健康有关的物质因素与非物质因素 ，按其属性可分为物理 、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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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生物和社会因素 。

（一）物理因素

太阳辐射 、天然放射线元素产生的电离辐射 、声波以及气温 、气湿 、气流与气压等气象条

件都是人类环境中永存的自然物理因素（physical factor） ，在适当的接触或暴露水平 ，它们是

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但这些物理因素在环境中的强度过高或过低时都可对人类

健康造成危害 。除此之外 ，由于人类生产与生活等活动可对环境施加污染性物理因素 ，如使

用机械与交通运输工具产生的噪声 、振动 ，使用无线电通信设备产生的电磁辐射和使用放射

线物质产生的电离辐射等 。这些人为物理因素可使环境物理性状发生异常改变 ，危害人类

健康 。

（二）化学因素

空气 、水体 、土壤与食物中含有许多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化学物质 ，如氧气 、水 、必需微

量元素等 ，均为化学因素（chemical factor） 。但化学物质的过多或过少都可使机体受到损
伤 。例如 ，饮用水和食物中的微量氟有益于牙齿的正常发育 ，若氟摄入过多则会引起急 、慢

性氟中毒 。另外 ，由于人为的污染原因 ，可使人类环境中化学物质的组成与含量发生异常改

变 ，如锅炉废气向大气中排放 ，可改变空气的正常化学组成 ，使空气中二氧化硫（SO２ ）与氮氧

化物（NOx ）等物质的含量增加 ；用含镉工业废水灌溉农田 ，农田土壤受到镉污染 ，农作物中

镉含量显著增加 。若人们长期过量接触这些化学污染物 ，可造成急 、慢性化学性中毒或潜在

性危害 。

（三）生物因素

人类环境中的生物种类有动物 、植物与微生物 ，它们构成自然环境的生物因素

（biobehafactor） 。这些生物通过食物链的方式相互之间进行能量传递与物质转移 ，实现各

种化学元素从无机界到有机界 ，再从有机界到无机界的生物化学循环 ，保证环境的生态系统

完整性和生态平衡 。其中许多生物是人类赖以生存所需营养素的丰富资源 。但是 ，有些生

物可成为某类疾病的致病因子或传播媒介 ，如致病微生物与寄生虫 、病媒昆虫等 ；又有些生

物内部含有毒素 ，如河豚鱼体内的河豚毒素 ，发芽马铃薯中的龙葵素以及毒蛇 、毒蜂与毒蕈

所含有的相关毒素 。

（四）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social factor）包括政治经济制度 、文化教育 、军事措施 、宗教信仰 、生活方式和

医疗卫生服务等 。社会因素是一类非物质因素 ，作为外在信息刺激源通过机体的感觉器官

系统对人的心理或精神领域起作用 ，它与物质环境因素一样对人类健康的作用具有双重作

用 ，即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政治稳定 、经济条件优越 、融洽的人际关系等可促使人精神愉快 ，心

身健康 ；坏的社会环境如社会动乱 、经济负担过重 、战争暴发 、恐怖活动 、人际关系危机等可

使人精神紧张 ，甚至诱发某些疾病 。

三 、人和环境的关系

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和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 。物质的基本单元是化学元素 。人体各种

化学元素的平均含量与地壳中各种化学元素含量相适应 。例如 ，人体血液中的 ６０多种化学

元素含量和岩石中这些元素的含量有明显的相关性 。从这里可以看出化学元素是把人和环

境联系起来的基本因素 。自然界是不断变化的 ，人体总是从内部调节自己的适应性来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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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变化的地壳物质保持平衡关系 。

在正常环境中 ，环境中的物质与人体之间保持动态平衡 ，使人类得以正常地生长 、发育 ，

从事生产劳动 ，并能使人们在积极劳动之后 ，迅速解除疲劳 ，激发人们的智慧和创造力 。相

反 ，环境中废气 、废水和废渣 、噪声等 ，常常使人们发生中毒 ，或者感到厌烦 ，难以忍受 ，注意

力不易集中 ，容易疲劳和激动 ，工作效率降低 ，患病率上升 。空气 、水 、土壤与食物是环境中

的四大要素 ，都是人类和各种生物不可缺少的物质 。环境污染首先影响到这些要素 ，并直接

或间接地造成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

第二节 　环境污染及其对健康的影响

一 、环境污染的概念

环境污染（environment pollution ）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地向环境排放超过其自净能力
的物质或能量 ，从而使环境的质量降低 ，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生态系统和财产造成不利影

响的现象 。具体包括 ：水污染 、大气污染 、噪声污染 、放射性污染等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

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环境污染也在增加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

成为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课题之一 。

严重的环境污染危害叫公害（public nuisance） ，即环境污染对居民健康以及生态平衡造

成了严重影响的情况 。

污染源（pollution）向环境排放有害物质 ，这些物质能够直接或间接危害人类健康 ，我们

把它们称为污染物 。

污染物可根据是否在环境中发生变化分为一次污染物和二次污染物 ，一次污染物是指

从污染源直接进入环境 ，其理化性质未发生改变的污染物 ，如镉 、汞 、NOx 、CO 等 ；二次污染

物是指排入环境中的一次污染物在环境物理 、化学 、生物因素作用下 ，其本身发生变化 ，或在

环境中与其他化学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形成理化性质与一次污染物不同的新污染物 ，如酸

雨 、过氧乙酰硝酸酯 、有机汞等 。

二 、环境污染物的污染来源

环境污染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１ ．生产性污染 　工厂排出的废烟 、废气 、废水 、废渣和噪音 ；大量使用化肥 、杀虫剂 、除草

剂等化学物质的农田灌溉后流出的水 ；

２ ．生活性污染 　人们生活中排出的废烟 、废气 、噪音 、脏水 、垃圾 ；

３ ．交通运输 　交通工具（所有的燃油车辆 、轮船 、飞机等）排出的废气和噪音 ；

４ ．其他 　自然灾害如火山爆发 、森林大火 、地震等所释放的大量烟尘 、废气等 ，都可使环

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造成不良后果 。

三 、化学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

污染物转归是指污染物进入环境以后 ，在环境物理 、化学和生物因素的作用下 ，发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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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或迁移 、生物转化 、生物富集和自净作用的全部过程 。转归过程可使污染物的数量与性质

发生变化 。其变化过程极为复杂 ，既可将有机物无机化 ，又可将无机物有机化 ；既可使某些

污染物的毒性降低 ，又可使某些污染物的毒性增加 。污染物在环境中的转归速度主要取决

于污染物本身和其所处的环境条件等 。

１ ．分布或迁移 　由于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 ，污染物在环境中可发生分布或空间位置的

移动 。

２ ．生物转化 　生物转化是指环境中污染物进入生物体内在其酶系统的催化作用下进行

代谢转化的过程 。生物转化后污染物的生物毒性发生改变 ，大部分的污染物经生物转化作

用其毒性降低或消失 ；但也有一些污染物经生物转化后变成毒性更大的新的有害物质 。

３ ．生物富集 　生物富集（biological concentration）是指某些污染物（如甲基汞 、有机氯农

药等）进入生物机体内 ，逐渐蓄积并通过食物链的方式逐级转移 ，使污染物在生物体内的浓

度逐渐提高的过程 。

４ ．自净作用 　自净作用是指少量污染物一时性地进入环境中 ，环境通过本身的物理 、化

学和生物学作用使污染物的浓度降低或使污染物危害消失 ，使破坏了的生态系统得到恢复

的过程 。环境的自净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 ：

（１）物理作用 　进入到非生物环境（如大气 、水 、土壤）中的污染物可以通过稀释 、扩散 、

沉降 、冲洗 、吸附与蒸发等途径使污染物浓度降低 。

（２）化学作用 　环境中的污染物可以通过中和 、氧化 、还原 、水解等化学反应 ，使污染物

分解失去毒作用或使毒性高的变成毒性较低的物质而达到自净 。

（３）生物作用 　进入土壤中的有机物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可发生一系列生物化学变化 ，

包括有机物的无机化和有机物的腐殖质化 。

四 、人体对环境污染的反应过程

长期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群 ，对各种异常的外环境变化有着不同的反应性和适应性 ，任

何外环境因素的变化 ，只有通过机体内环境的改变才能发生相应的效应 。

（一）调节适应

当环境发生轻微异常改变 ，尚未超过人体正常调节功能时 ，人体通过自己的生理调节功

能 ，对变化的环境产生适应 ，此时对人体不会发生危害和有害影响 。

（二）机能代偿

人体的生理调节功能是有一定限度的 。如果进入人体内的污染物剂量超过了人体正常

调节功能时 ，则会引起某些生理功能的异常改变 。但是这种改变尚未形成病理变化 、产生症

状的程度 ，这种情况称为机能代偿（function compensatary ） 。机能代偿是一个可逆过程 ，环

境异常变化一旦停止 ，机体则向健康方面转化 ，生理功能完全恢复正常 。相反 ，如果环境继

续恶化 ，代偿机能不能恢复而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变成不可逆状态 。

（三）失代偿状态

如果环境异常变化加重 ，机体代偿功能发生障碍 ，则会呈现病理状态 ，出现症状 ，发生疾

病或其他明显危害 ，这种情况称为代偿不能或失代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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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环境污染对健康的危害

（一）特异性损害

１ ．急性危害 　环境污染物在短时间内大量进入环境 ，可使暴露人群在较短时间内出现

不良反应 、急性中毒甚至死亡 。环境污染急性危害的产生主要包括下列类型 ：

（１）大气污染的烟雾事件 　世界上发达国家 ，在工业化进程中 ，由于未重视环境保护 ，曾

多次发生工业污染所致的急性中毒事件 。如在英国多次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 ，美国的洛杉

矶 、纽约和日本大阪 、东京发生的光化学烟雾事件 ，日本的四日市哮喘事件等 。

（２）事故性排放的环境污染事件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后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步伐

加快 ，因工业设计上的不合理 、生产负荷过重或事故性废气 、废水排放 ，导致工厂附近生活的

居民发生急性中毒 。如 １９８４年印度博帕尔农药厂发生的异氰基甲酯泄漏事件 ，导致数十万

人暴露于这种毒气中 ，２５００多人急性中毒而死亡 。

（３）核泄漏事故 　 由于核工业迅速发展 ，原子能在工业上的应用剧增 。从 ２０世纪 ７０年

代以来苏联 、美国 、日本都先后发生过核电站核泄漏事故 ，给周围的居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放射性物质飘浮于上空 ，扩散到很远的区域 ，造成严重的远期危害效应 。

２ ．慢性危害 　环境中有害污染物（因素）以低浓度 、长时间反复作用于机体所产生的危

害 ，称为慢性危害 。无论环境化学污染物或有害的物理因素的长期暴露均可能造成慢性危

害 。但是 ，是否产生慢性危害与污染物（因素）的暴露剂量 、暴露时间 、化学污染物的生物半

减期和化学特性 、机体的反应特性等有关 。低浓度的环境污染物（因素）对机体损害的逐渐

积累 ，包括该物质在机体内的物质或功能蓄积是产生慢性危害的根本原因 。

３ ．致癌作用 　目前癌症已成为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多发病和常见病 ，全世

界每年因癌症死亡人数达 ４００ 万 ～ ５００ 万 ，我国每年约 ７０ 万人死于癌症 。我国从 １９５７ —

１９９５年对部分城市人口死因进行的统计表明 ，肿瘤的死因构成顺位已从 １９５７年的第七位上

升到 １９９５年的第二位 ，癌症的发病和死亡与环境污染有密切关系 ，其中主要是化学因素 。

４ ．致突变作用 　生物细胞内的遗传物质和遗传信息突然发生剧变 ，称为突变 。环境化

学物引起生物体细胞的遗传物质发生可遗传改变的作用 ，称为环境化学物的致突变作用 。

凡能引起生物体发生突变的物质 ，称为突变物或诱变物 。

５ ．致畸作用 　环境因素作用于胚胎引起胚胎致死效应 ，如重吸收 、流产 、死胎和整个胚

胎或整个器官生长迟缓称为胚胎毒性或胚胎毒作用 。放射线照射 ，某些药物（如“反应停”）

以及风疹病毒 ，已经肯定能干扰胚胎的正常发育 ，造成胎儿畸形 。工农业生产环境中某些毒

物 、农药等 ，在动物实验中也发现有致畸作用 。

（二）非特异性损害

环境污染物的非特异性损害作用主要是指污染物作为疾病的促进因素或者通过降低机

体对疾病的抵抗力或者为特异性致病因素提供致病条件等来影响机体健康 。例如接触二氧

化硅粉尘的人群肺结核患病率增高 ；又如在二氧化硫严重污染地区的居民上呼吸道感染性

疾病患病率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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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环境污染的特点

（一）长期性

外界环境如大气 、水体与土壤一旦受到污染 ，就很难及时消除 。特别是污染物在环境中

的浓度相对较小时 ，有害作用在短期内难以被发现 ，容易被人们忽视 ，使其对人体健康产生

较长时间的有害作用 。

（二）广泛性

由于污染物在环境中广泛迁移与分布 ，其影响的范围大 ，人口多 ，作用对象广 。其危害

对象包括男女老幼 ，甚至影响到子代的健康 。

（三）复杂性

环境中的污染物既有生物性的 ，又有化学性 、物理性的 ；污染物既可通过大气进入机体 ，

又可随饮用水 、食物进入机体 ；而且环境中各类污染物可同时共存 。因此 ，探索环境污染危

害的原因十分复杂 。

（四）多样性

环境中污染物的危害是多种多样的 ，既可有局部损害作用 ，又可有全身损害作用 ；既可

有急性损害作用 ，又可有慢性损害作用 ；既可有特异性损害作用 ，又可有非特异性损害作用 ；

既可有直接损害作用 ，又可有间接损害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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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环境与健康

第一节 　室外空气与健康

人体与外界环境不断地进行着气体交换和热交换 ，以保持其正常的生命活动 。因此 ，大

气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学特性与人类的健康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

一 、大气的垂直结构

整个地球大气层像是一座高大而又独特的“楼房” ，按其成分 、温度 、密度等物理性质在

垂直方向上的变化 ，世界气象组织把这座“楼”分为五层 ，自下而上依次是 ：对流层 、平流层 、

中间层 、暖层和散逸层 。

（一）对流层

对流层是紧贴地面的一层 ，它受地面的影响最大 。因为地面附近的空气受热上升 ，而位

于上面的冷空气下沉 ，这样就发生了对流运动 ，所以把这层叫做对流层 。它的下界是地面 ，

上界因纬度和季节而不同 。据观测 ，在低纬度地区其上界为 １７ ～ １８km ；在中纬度地区为 １０

～ １２km ；在高纬度地区仅为 ８ ～ ９km 。夏季的对流层厚度大于冬季 。以南京为例 ，夏季的对

流层厚度达 １７km ，而冬季只有 １１km ，冬夏厚度之差达 ６km之多 。

（二）平流层

在对流层的顶部 ，直到高于海平面 １７ ～ ５５km 的这一层 ，气流运动相当平衡 ，而且主要

以水平运动为主 ，故称为平流层 。在平流层中高约 １５ ～ ３５km 处 ，有一厚度约为 ２０km 的臭
氧层 ，能吸收太阳的短波紫外线和宇宙射线 ，保护地球上的各种生物免受这些有害射线的危

害 ，得以生存繁衍 。

（三）中间层

平流层之上 ，到高于海平面 ５５ ～ ８５km高空的一层为中间层 。这一层大气中 ，几乎没有

臭氧 ，这就使来自太阳辐射的大量紫外线顺利地穿过了这一层大气而未被吸收 ，所以 ，在这

层大气里 ，气温随高度的增加而下降得很快 ，到顶部气温已下降到 － ８３ ℃以下 。由于下层气

温比上层高 ，有利于空气的垂直对流运动 ，故又称之为高空对流层或上对流层 。中间层顶部

尚有水汽存在 ，可出现很薄且发光的“夜光云” ，在夏季的夜晚 ，高纬度地区偶尔能见到这种

银白色的夜光云 。

（四）暖层

从 ８０km到 ５００km的高空 ，称为暖（热）层 ，又叫电离层 。这一层空气密度很小 ，据探测 ，

在 １２０km高空 ，声波已难以传播 ；２７０km 高空 ，大气密度只有地面的一百亿分之一 ，所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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