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节 学科的性质、内容和研究方法　 
　 
一、学科的性质及内容 
  军队环境卫生学 (military environmental hygiene)是军队卫生学 (military 
hygiene)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军队卫生学则是卫生学（hygiene）的重要分支学科。 
  广义的环境卫生学（environmental hygiene）是研究自然环境和生活居住环

境与人群健康的关系，阐明环境对人群健康的发生和发展规律，为制订环境卫生

标准提供卫生学依据，并研究利用有利环境因素和控制不利环境因素的预防对策

的科学。军队环境卫生学的研究内容基本与之相同，只是关注的人群是一定年龄

组的年青战士，涉及的环境还包括军队或战时的特定环境如坑道、工事、野营等。

环境卫生学是预防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环境卫生学同样也是军事预防医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军队劳动卫生学及军队营养和食品卫生学共同构成军队卫

生学学科。  　  
  环境卫生学一般包括大气卫生、给水卫生、土壤卫生、住宅卫生、城乡规划

卫生、公共场所卫生、环境卫生标准、环境质量评价、预防性卫生监督等等内容。

军队环境卫生学则包括空气气候卫生、给水卫生、营区营舍卫生、坑道卫生、阵

地卫生、污物处理等等内容。本教材本着精简实用的原则，主要分绪论、空气气

候卫生、给水卫生、营区营舍卫生、阵地卫生、污物处理、环境污染与健康、环

境卫生标准、环境监测与监督等九章内容。 
 　  

二、研究方法 
   军队卫生学是一门发展迅速、涉及面广的综合性学科，一个军队卫生防疫

工作者应掌握与了解比临床医师更广泛得多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比如，为了解决

部队环境卫生中存在的问题如战时饮水的处理与消毒，生活废弃物的无害化等，

以及环境对部队官兵健康影响如地方性氟中毒，环境铅污染等，就必须运用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知识以了解外界环境因素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学性

质，还要广泛地应用生理、生化、病理、毒理、流行病、统计和临床学科等有关

知识，以阐明人体受外界环境影响时可引起的各种变化和对人群健康的影响。为

评价环境质量一定的数学知识亦不可少。此外，为解决军队环境卫生实际问题，

还必须掌握一定的卫生工程基础。  
军队环境卫生学的研究方法一般可分为环境卫生监测、环境流行病学、实验室研

究、毒理学方法几种。　 
  环境卫生监测是军队环境卫生常用研究方法，即对军队所处环境的本底和污

染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间断或连续性的调查和采样检测，以了解环境受污染

的程度及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的近期或远期影响。如加上环境流行病学调查和动

物试验，可提供更完整的环境对人群健康影响资料。  　  
  环境流行病学方法就是应用流行病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环境因素对人群健康

的影响。研究内容包括：调查污染物在环境中分布情况，暴露人群的健康状况构

成、地区、人群分布；研究环境污染物负荷与人群健康的对应关系，确立剂量反

应曲线；研究原因未明的环境性疾病，查明其病因：研究环境因素相互作用及其

对健康影响，进行研究时，还必须遵循一些重要基本原则即大样本，要有足够数

量的人群样本，才能暴露出健康效应；有效性，常选择对环境因素最敏感人群。

从高暴露人群入手，较易显示出暴露-效应因果关系。如分几个暴露梯度，则观

察暴露梯度下人群更具有效性；对比性，严格选择非暴露人群作为对照十分重要；



多因素、环境因素对健康的效应常是多种因素同时影响的，对关联因素应作周密

考虑；分组原则，暴露效应关系常隐藏在某一特定环境负荷与相关人群组合中，

必须设立几个暴露-效应梯度分组。　 
  实验研究方法是在严格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应用理化、生理、生化、病理、

免疫、分子生物、卫生毒理、卫生工程等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对某一环境因素或

几种环境因素综合对人体的作用，某种改善环境措施的效果，某些环境监测方法

的建立，某些元素或污染物在人体内浓度及环境污染物对健康危害早期指标等等

进行研究。实验研究可以模拟环境和在动物上进行，这在现场或人群中往往是难

以办到的。但实验室研究结果是否正确或有效，还得到现场或实际中去验证。  
  卫生毒理学方法是环境卫生研究最常用的一种实验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动物

试验法。由于环境污染物对人群作用往往是低浓度和长期的，一般不易觉察其危

害。而应用动物试验可以进行急性、亚急性和慢性毒性试验，能观察到动物生长

发育、死亡率、生理、生化、病理、免疫等变化。应用同位素示迹、酶化学、电

镜技术、图象分析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等可进行器官水平、细胞水平和分子水

平的研究，为研究环境污染物及其在人体内代谢产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

规律必不可少的方法。但从动物试验外推到人，总不免有误差，且有的环境污染

物对人的毒性作用，在动物身上不能复制，故最好与环境流行病学调查结合，综

合分析才能得出较全面和正确的评价。  　  
   不论是做好军队的环境卫生工作还是研究工作来提高军队的生活和环境质

量，都是个艰巨的任务，军队卫生防疫工作者除必需掌握有关的专业理论和操作

技术外，还必需具有政策和法制观念，根据国家和军队制定的各种标准、法规进

行工作。此外，应做好领导参谋，发动广大官兵参与，才能把工作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