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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的发展趋势研究

杨栋梁
魏县中医医院　河北　邯郸　056800

摘要：预防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并将人类群体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应用生物学、社会医学等理论，研究疾病

的发生与分布规律，并能够制定有效的预防疾病措施，从而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能够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本文

主要对预防医学的发展趋势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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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预防医学，能够对环境等诸多因素对人体健康的

影响状况进行探究分析，能够影响人类健康的因素主要包括

生物、化学、社会心理等因素。目前医学正朝着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的方向转变，从而对预防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社会心理学是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例如焦虑，

抑郁，紧张，酗酒，饮食过度等不良生活习惯，均能够导致

心脑血管疾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通过预防医学，能够有效

预防疾病的发生，对促进人们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有着

重要意义。

一、预防医学的发展过程

目前预防医学早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将多个学

科结合在了一起。其概念范围比较广，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①基础医学理论基础是自身生命科学发展，

对预防医学发展有着重要影响；②为人类的社会发展提供了

重大影响，尤其是农民的健康。在预防医学的研究中，农民

的健康一直是重点关注问题，推动了各学科的长远发展。现

医学体系主要分为四方面医学，分别为基础、临床、预防与

康复。预防医学在不断的完善，逐渐显示出自身独特优势，

分子生物技术科学有了很大的提升，环境因素与遗传因素在

共同产生作用后就会诱发疾病，基因与环境虽然是两个独立

的因素。应严格遵照早发现、早治疗的观念，强调早预防的

重要性，想要有效的预防疾病，那么就要先预防发病的原因。

预防医学的对象是人，站在预防的角度出发，将辩证唯物主

义立场、微观方法、宏观方法结合在一起，分析外界环境与

人类健康之间的相关性，并分析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对人

类健康造成影响的规律，从而制定出针对性的预防对策，起

到预防疾病的目的，不仅要延长人类的生存时间，更要提高

人类的生活质量。

二、预防医学在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1. 不够重视

人们都是等有了病再去治疗，不重视预防。扁鹊名扬

天下，但他对自己大哥的医术却是极为佩服。扁鹊大哥默默

无闻，潜心研究，对病理规律了然于胸、入木三分，能透过

平静的表象看到隐藏的病因，通过一番调理防患于未然，真

正达到了“良医治未病”的境界。世代之人都记住了能挥刀

敷药的扁鹊，有谁还记得他的大哥？可见自古以来对见效快

的“治疗”情有独钟，而对见效缓慢的“预防”不屑一顾。

2. 人口老龄化

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结构中，老年人所占的比例正在不

断上升。我国也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通常

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所以处理好对老年性疾病的预防

并促进老年人健康发展并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已经是

当务之急。威胁着中老年人健康水平的主要疾病种类是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和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并且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具有并引多、隐匿性等的天，如若可

以针对发病危险因素采取相关的举措便可以在根本上降低

慢性非传染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3. 疾病普遍化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飞度发展也带来了经济水平的

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负面影响也在不断凸显。伴随着我国人

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行为生活方式也出现了较大转变。

我国约六分之一的人口依然遭受着传染性疾病的影响，约有

四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侵袭。与此同时，

现疾病的发病原因也正在不断复杂化，导致我们现阶段控制

现有疾病已经不能在向控制传染性疾病一样处理了。

4. 传染病和寄生虫的威胁 

依然存在卫生部门调查显示，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仍是

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疾病，每年有超过 1500 万人死于传染

病，部分传染病通过疫苗能够有效预防。目前，已经被控

制的传染病存在复发的趋势，例如，在 90 年代，发生的 Q1

型霍乱，如今在南美洲地区相对较为流行，且发病人群将超

过 10 万人。当下，肺结核具有较高的发病率，我国每年约

有 60 万新增肺结核，且有 20 万人将死于肺结核，患病人群

主要为青壮年，这种现象非常严重，青少年对社会的贡献有

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应严格控制传染病的发展，从而

对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随着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例

如艾滋病，疯牛病等，预防医学的发展仍需要进一步研究需

要，从而对最新的疾病进行有效预，能够够有效降低传染病

对人体的危害。  

5. 非传染性慢性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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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恶性肿瘤的死亡

率均较高，同时，心脑血管疾病具有较高的致残率，我国是

高血压，脑梗塞、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国家，且具有

较高的死亡率，目前死亡率已经超过 50%。肺癌是我国恶

性肿瘤致死的首位，男性患者发病率明显较高。经过现代医

学分析，虽然不能够完全明确慢性疾病的发病因素，但是大

量临床实践证明，慢性疾病的发生多与患者的饮食习惯以及

生活习惯有关。大部分慢性疾病是通过预防是能够避免的，

通过有效的健康宣教以及严格的护理措施，例如，限制吸烟、

喝酒等，并进行适当运动，能够有效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病率。

三、现阶段的预防医学

1. 观念的改变

在以往的观念中，较为重视生理，反而忽略了心理等

方面，伴随着时间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心理方面产生的

重要性。现代社会的特点是压力大、节奏快等，长此以往，

积压的不良情绪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一旦爆发就会导致

各种不良问题。家庭的破裂会对儿童的心理造成极大的伤

害、赌博等恶习更会带来扭曲的心理等，这些不良问题急需

解决。医学模式也改变了观念，现在的观念是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有效的促进了预防医学的发展，更打破了以

往的认知（身体没有疾病就是健康）。预防医学已经从治疗

发展发到了预防，也应从生理发展到心理，不仅要重视生理

上的健康，更要重视心理上的健康在预防医学中其核心为二

级预防、病因预防等，特别是研究危险因素及高危群体，对

病因的研究及治疗方案的制定有着重要意义。

2. 使用计算机

在预防医学中，计算机技术是保证其发展的重要保障。

在最近几年，网络遍布大街小巷，极大的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使原本复杂的工作变得简单化。在建立医学信息技术之后，

将各研究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了资源共享，利于预防

医学的开展。

四、预防医学的发展趋势

1. 以多学科交叉综合为主流

人体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具有开放性的系统，在多变

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人类社会中，健康也极易受到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时至今日在很多病的原因中也仍然没有研究清

楚，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发展不可局限在微观研究与笼统的

文字概念上，宏观上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也是极为重要的。预

防医学会涉及生物、物理、化学、统计学等多个学科的交叉。

2. 宏观与微观

在研究方法中宏观及微观没有轻重之说，均有同等的

重要性，对预防医学的全面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宏观作为

预防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研究的是人类健康、疾病分布规

律等，而微观研究的是在分子生物学基础上，原因是不能明

确的且流行过程也不能明确的，特别是在疫苗研发方面取得

了巨大成绩。宏观、微观均推动了预防医学的发展，虽然实

际上宏观方法的研究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是在基础研究中，

微观、宏观缺一不可。

3. 向社会预防为主的方向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医学模式也在逐渐发生变

化，由原来的生理治疗向转向生理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发

生转变，人们已经从根本上意识到预防医学的重要性，社会

医学与人类健康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人类的健康应基于社

会医学的发展，想要实现全民健康保健，就必须使医学更加

具有社会性。通过医疗社会化，能够将健康作为社会发展的

共同目标，并将医疗作为每个人都够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

应把卫生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从而能够使预防医学

深入人心。在社会医疗保险的保障下，对人们实施有效的健

康教育，宣传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健康生活观念不断深化，

从而能够达到早发现早治疗的目的，从而使健康得到保证。

4. 防治结合，向促进健康发展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应是一个统

一的整体，但当下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都处于相对独立的

状。随着生活方式不断发生改变，人们的保健意识逐渐增强，

人们不仅要求有病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治，同时，还需要懂得

预防疾病的知识，从能够降低各种疾病的发生率，这就要求

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相结合，并且该种结合已经成为医学进

步的必然选择。

5. 重视心理和行为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相关资料显示，心理状态能够对人体健康造成很大的

影响，若患者存在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能够影响患者疾

病的恢复，使患者体内的炎性因子分泌增加，从而能够导致

多种并发症的发生，同时，能够使患者自杀的概率得到提高，

从而对生命健康造成威胁。当下，医学更加注重对患者进行

心理干预，心理干预同样需要来自社会的支持，心理健康教

育应具有普遍性。

五、结语

伴随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升，使人们有资本可以

对抗疾病。预防医学的作用是使人们重视自身健康，应用现

代化网络模式使工作变得简单化，实现资源共享。目前预防

医学发展的形式较好，国家有关政策的出台、人类对自身健

康的重视均增加了对预防医学的需求，防治结合的理念也得

到了更多人的认可，是提高人们身体健康最佳途径，由此可

见，预防医学的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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