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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预防医学现状及发展方向

周怡香 
益安医疗有限公司 湖南 岳阳 414000

【摘  要】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环境、生物环境都发生重大变化，疾病谱也随之发生转移。因此 , 预防医学的概
念和模式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以满足新时期的需要。本文就国内外预防医学的概况、动态进行简要的综述，并对
其应对策略和发展方向进行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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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预防医学 (preventive medicine)是以人群为研

究对象 ,应用宏观与微观的技术手段，研究健康的影响

因素及其作用规律 ,阐明环境因素与人群健康的相互关

系 ,制定公共卫生策略与措施 ,以达到预防疾病、增进

健康、延长寿命、提高生命质量为目标的一门医学科学。

预防医学是从医学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独立的学科群 ,历

史上，预防医学曾经为群体疾病 ,特别是传染病的防治

作出了巨大贡献。

1预防医学的概况与现状

1.1预防医学的概念日趋完善

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内经》就提出了“治未

病”、“无病先防”、“ 既病防变”等概念 ,确立了

预防为主的原则。现代预防医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 3个

阶段 11:个体预防阶段、群体预防阶段和社会预防阶段。

个体预防阶段也称经验预防阶段 ,是预防医学的初级阶

段，此时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预防措施多针对个人。群

体预防阶段也称实验预防医学阶段 ,工业革命以后，自

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医学学科的发展，也为预防医学的

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验手段。同时，由于生产的进

一步社会化 , 城市人口大量增加，造成职业病、传染

病剧增，人们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群体预

防的重要性 ,从而完成了从个体预防向群体预防的转

变。社会预防阶段也称社会及人类预防阶段，20世纪

下半叶以来 ,人类疾病谱发生了明显变化，影响人类健

康的主要疾病由传染病转变为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

和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人类的健康观念也发生了重

大改变 ,从“无病就是健康’转变为‘健全的身心状态

和社会适应能力”，预防医学也随之向着社会预防为主

的方向转变。

1.2预防医学的模式逐渐转变

预防医学的研究模式是随着疾病模式的转变和相

关基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现代医学模式已从单纯的

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预防

医学作为医学的 1个重要分支，其研究模式也发生了重

要转变。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现代预防医学作为人类

保护健康的手段，不仅要研究人的生物属性，更要研究

人的社会属性，关注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对人群健康的

影响。现代预防医学重新审视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并

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近年来 ,慢性病在疾病谱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据统计，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等慢性病的死亡率

占全世界所有死亡原因的 1/4以上 ,中国慢性疾病的危

害也呈持续 _上升趋势。大部分慢性病的发病原因尚未

完全阐明 ,目前认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都参与了慢性

病的发病。采取合理的健康教育和严格的干预措施，会

明显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在过去 30多年中我国慢性

病流行病学、慢性病监测、危险因素控制、慢性病经济

学、法学、慢性病流行的心理学、慢性病的预防等方面

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1.3预防医学研究范围更加广泛

近年来 ,预防医学研究领域日益拓展，研究方法

不断发展完善 ,循证医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流行病学的

应用范围已从传染性疾病扩展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伤

害和健康相关领域等 ,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也日趋完善

成熟 ,已经成为预防医学的基础学科和现代医学的重点

学科 ,被誉为“公共卫生之母”。社会医学是预防医学

领域中一门十分重要的新兴学科 ,它从社会学角度研究

医学问题，关注社会因素对个体和群体健康、疾病的作

用及其规律，制定各种社会措施 ,保护和增进人们的身

心健康和社会活动能力，提高生活质量 ,其核心是新健

康观的形成和医学模式的转变。社会医学突破了传统健

康测量的局限性 ,开发了一系列测 量健康的新指标，

对疾病和健康状态进行评价，大大丰富了社会医学学科

研究的内涵。中国的社会医学也经历了近 30年的发展 ,

已经成为预防医学领域内一门重要学科，对推动中国卫

生事业现代化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1.4预防医学面临的挑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对健康的要求逐渐提高，

现代预防医学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6,7]: (1)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问题日趋严重，预防老年性疾病，促进老年人

的健康已成为当务之急 ; (2)传染病仍然严重威胁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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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生命健康，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同时慢性非传染

性疾病威胁加重，对非传染性疾病的研究和防治是预防

医学面临的又 -难题 ; (3)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问题日

益突出 ; (4)意外伤害发生率在我国不断上升 ; (5)环

境恶化 :全球范围内的空气、水、食物等都正在遭受严

重的污染，环境恶化日益严重 ; (6)中国食品安全仍面

临严峻的考验 ; (7)不良生活方式如吸烟、酗酒等导致

严重的健康问题 ,已成为人类死亡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2预防医学的应对策略及发展方向

2.1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分子生物学是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

通过研究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功能和生物合成等方面来

阐明各种生命现象的本质，其研究内容涵盖了生命的全

过程。近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与预防医学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开辟了疾病控制的新途

径 ,使预防医学的发展进入了 1个崭新的阶段。通过对

易感基因的分析 ,筛选出携带易感基因型的人群 ,采取

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将大大提高疾病防治的效率。通过

研究疾病的分子生物学标志物能够在亚临床阶段早期发

现患者 ,给予早期干预，防止疾病进一步发展。分子流

行病学的研究有助于发现病原微生物的蛋白质和核酸分

子结构的变异，阐明感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利用

分子生物学技术还能够高效的生产疫苗和生物药品。药

物基因组学可以预测人群对治疗的反应，从而更好的指

导临床实践。分子生物学技术也广泛应用于职业卫生。

因此，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已经渗透到预防医学的各个方

面，为预防医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2.2预防医学与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整合

人类对疾病的易感性取决于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 ,

两者缺一不可， 由单一学科已经很难揭示疾病的病因

和发病机制，因此需要预防医学、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

的紧密结合，在疾病的研究过程中各个学科会相互交融、

相互促进。人类对许多疾病的认识往往先由流行病学研

究发现其危险因素 ,然后由基础医学阐明其作用机制 ,

最后在临床实践中得到证实。在这个过程中，预防医学、

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研究往往交替进行，不断深化对

疾病的认识。为了促进三者的有机整合，尚需完善和加

强社区疾病防控的建设，以公共卫生为主导，通过大众

媒体开展健康教育 ,控制危险因素 ,促进健康。临床医

生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应提供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服务,

使居民得到综合性、连续性、协调性的服务。社会应建立-

一个长效的、有专门机构负责的疾病救治与防控的预防

医学网络。最后，还应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协调与

控制 ,提高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

2.3加强预防医学科研核心竞争力

中国预防医学科研具体依托的是高等院校、科研

单位和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研核心竞争力的定义

可以界定为科研核心竞争力是科研事业单位在进行科

学研究、技术开发和争取经费来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特有能力，它是组织中科研成果和知识的积累 ,特别是

协调科研能力与管理能力获取外部经费支持的多种综合

能力。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是加强预防医学科研核心竞争

力的 1个重要手段。而了解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力

结构现状有助于加强人力资源管理。预防医学的研究模

式是随着疾病模式的转变和相关基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

的。现代医学模式已从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心

理 -社会医学模式转变 ,预防医学作为医学的 1个重要

分支，其研究模式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人们已经开始认

识到 ,现代预防医学作为人类护健康的手段，不仅要研

究人的生物属性，更要研究人的社会属性 ,关注各种社

会、心素对人群健康的影响。现代预防医学重新审视影

响健康的各种因素 ,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 [ 21。

近年来，慢性病在疾病谱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据统

计，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等慢性病的死亡率占全

世界所有死亡原因的 1/4以上，中国慢性疾病的危害也

呈持续上升趋势 [3.41。大部分慢性病的发病原因尚未

完全阐明，目前认为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都参与了慢性

病的发病。采取合理的健康教育和严格的干预措施，会

明显降低慢性病的发病率。在过去 30多年中我国慢性

病流行病学、慢性病监测、危险因素控制、慢性病经济

学、法学、慢性病流行的心理学、慢性病的预防等方面

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

结论
预防医学作为医学的重要分支，在防治疾病，保

护人民健康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预防医学

的概念越来越完善 ,研究手段突飞猛进 ,研究范围更加

广泛，并向着社会化、国际化、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为

了应对新时期的挑战，预防医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基础医

学以及临床医学的结合将越来越紧密。展望未来 ,预防

医学的发展将有助于更好得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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