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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性质

• 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 医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相互滲透而形成、发展起来
的一门交叉学科

• 主要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与人群生、老、病、死有
关的社会医学和卫生问题

• 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双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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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创立与发展

• 社会医学起源于欧洲，已有160多年历史。

• 1848年法国医生盖林首先提出“社会医学”的名称，

并将其分成四个部分：
社会生理学—— 研究人群身体和精神状况与社会制度、

法律、风俗习惯的关系；

社会病理学—— 研究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与转归

中的作用；

社会卫生学—— 研究各种增进人群、预防疾病的措施；

社会治疗学—— 研究对付社会发生异常情况时的治疗措

施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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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提出“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 比利时的迈勒等指出“经济、文化、营养、生活条件等对疾
病有重要影响”。

• 法国的格罗蒂扬在他的《社会病理学》著作中认为社会状态
能直接产生疾病，传播病因，并影响病程。

• 20世纪中期蓬勃发展 （德国、英国、法国和前苏联等）。

• 在美国，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比较发达，医学社会学、
社区医学、家庭医学成为重要学科。

• 我国社会医学起步较晚，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预防医学中
分化而来，但30多年来发展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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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学的研究对象

以人群为对象，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

会卫生状况及其变动规律，以及改善社会卫生

状况、提高人群健康的社会卫生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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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和第二次卫生革命
第一次卫生革命 第二次卫生革命

模式 生物医学模式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对象 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 现代社会病,生活方式病,慢性病

目标 临床医学时代——治病为主

预防医学时代——预防为主

社会医学时代——增进健康

服务 治疗为主，技术为主

生理为主，院内为主

治疗→预防，技术→社会

生理→心理，院内→院外

法宝 预防接种

消毒杀虫灭鼠

抗生素药物

社会医学措施

行为医学措施

环境医学措施

关键 预防医学 管理与社会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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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学的研究内容

• 研究社会卫生状况 作出社会医学的“诊断”

• 研究影响人群健康的因素 进行社会病因学分析

• 研究社会卫生策略与措施 开出社会医学的“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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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医学的基本任务
研究世界卫生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借鉴外国发展卫生事业的

经验；

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通过社会卫生调查，掌握社会卫生状

况和人群健康状况及其变动规律，发现主要的社会卫生问题

及其影响因素；

提出改善社会卫生状况、提高人群健康水平的对策与措施，

为有关部门、特别是卫生决策和管理部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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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的教学目的

医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促进全体人民健康的医

生，要求医学生必须获得不仅对个体而且对人群的

健康促进和处理疾病的能力。

1988年爱丁堡世界医学教育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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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级医师”— 培养新型医生的五条标准
（WHO教育处长Boelen博士在1992年提出）

• 能对病人预防、治疗和康复的整体卫生保健需要负责，评价
和改善卫生保健质量；

• 能从伦理学、费用和病人的切身利益去考虑新技术的合理应
用；

• 能运用传播技巧和保护人群健康的个人和群体力量，促进健
康生活方式的形成；

• 能协调个人和社区的卫生保健需要，平衡病人的期望与全社
会的短期和长期的期望；

• 能在卫生部门内部及与其有关的其他社会经济部门之间进行
有效的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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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学的教育目的

使未来的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和卫生管理者初步建立起

社会医学理念和思维方式，树立整体医学和社会大卫生观

念，了解社会因素对疾病与健康的重要作用，初步掌握社

会医学的“诊断、病因学分析和处方”的知识，以及评价社

会干预措施的技术与方法。

研究社会医学需要有忧国忧民的态度和高度的社会责

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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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预防医学 Preventive Medicine

• 社区医学 Community Medicine

• 医学社会学 Medical Sociology

• 卫生管理学 Health Care Management

• 医学心理学 Medical Psychology

• 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社会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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