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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为了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医学院校社会医学教学需要而
编写的。共21章，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医学的基本理论，医学模式的转变
与发展，各种社会因素、自然环境因素、行为和生活方式、医疗卫生服务
与人群健康的关系，以及健康与生命质量评价、社会卫生政策与措施、
健康教育与卫生保健等社会医学问题。内容系统全面，论述简明扼要，
反映了国内外社会医学研究的发展水平，既可供医学院校相关专业作
教材使用，也可供临床医务人员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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