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9讲 医疗与公共卫生
主题一 历史上的疫病与医学成就

主题二 现代医疗卫生体系与社会生活



时空坐标



主题一 历史上的疫病与医学成就



理清 知识结构

知识梳理 构建体系

一、历史上的疫病
1.表现:古埃及时期的尼罗河沿岸和18世纪的欧洲①______肆虐;6世纪时,地中海沿岸

暴发鼠疫,14世纪时欧洲鼠疫大流行;20世纪早期,斑疹伤寒在俄国和波兰大流行;191

8—1919年,全球暴发大流感。

天花



2.应对措施

（1）中国

工程措施 组织人力清理污水、疏通井渠河道

医疗措施
采取各种方法预防疫病;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记载了
②______对疟疾的治疗作用;为防治天花，发明了人痘接种

（2）古罗马:修建饮水道、下水道等重要工程。

青蒿

3.古代救治机构

（1）西汉后期,政府对疫病患者进行隔离;隋唐时期,寺庙病坊也收治病人。

（2）古罗马时期的医院也收治疫病患者。



4.近代医学进步对疫病传播的控制

18世纪晚期 ③__________法使天花的发病率大大降低
19世纪 巴氏消毒法被广泛应用到医学领域

1928年
④________的发现改变了人类对细菌传染束手无策的状
态

牛痘接种

青霉素



二、中医药的成就

1.古代医学的成就

（1）战国时期的扁鹊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进行诊断。

（2）《⑤__________》是一部重要的中医基础理论著作。

（3）东汉晚期名医华佗创制了麻醉药“麻沸散”以及健身方法“五禽戏”。

（4）东汉晚期医学家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学的基础。

（5）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著成《千金方》,他被后人尊称为“⑥______”。

（6）针灸在中医治疗中发挥巨大作用。

黄帝内经

药王

2.古代药学的成就:唐朝的《唐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明朝李时

珍著的《⑦__________》,被誉为“东方药学巨典”。本草纲目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成就:在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指导下,中医药的治疗水平取得

长足进步;全国广泛设立中医院与中医院校,掀起学习研究中医的高潮;中医药工作者

不断整理中医典籍,挖掘秘方验方,开发中成药制剂。



三、西医在中国的传播
1.明末清初:西医传入中国,但影响有限。

2.鸦片战争后

具体表现
西式医院
建立

这些医院分科完备,技术先进。牛痘接种法、麻醉术、放射技术以及其
他近代西医成就陆续被引入中国

西医院校
建立

它们把教学、科研与临床结合在一起,培养了相当数量的西医人才

引入西方
公共卫生
措施

西医凭借其特有的消毒、化验等手段,积极采取措施预防传染病、
⑧____________、治疗感染者、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对人们的健康起到
积极的作用。一些大城市借鉴了西方的公共卫生措施,中国的公共卫生
事业初步发展起来

隔离传染源



考教衔接 深挖教材
1.（摘编自最新版教材第82页“史料阅读”）阅读下列材料，完成问题。

    

意大利作家薄伽丘描述了14世纪中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瘟疫的大流行：宏伟的宫室，

华丽的大厦，高大的宅第，从前达官贵妇出入如云，现在却十室九空，连一个最低

微的仆从都找不到了！有多少显赫的姓氏、巨大的家产、富裕的产业遗下来没有人

继承！有多少英俊的男子、美丽的姑娘、活泼的小伙子，在早晨还同亲友们一起吃

点心，十分高兴，到了夜里，已到另一个世界去陪他们的祖先吃晚饭了。

——［意］薄伽丘著，方平等译《十日谈》

【思考】14—17世纪欧洲黑死病的影响。



【提示】影响：欧洲人口死亡过半，劳动力短缺；出现严重饥荒，阻碍了农业发展；

打破了行会的限制；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社会的解体；等等。



2.（摘编自最新版教材第84页正文及“思考点”）阅读下列材料，完成问题。

    

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不仅有着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而且临床

诊断治疗经验丰富。成书于战国至西汉间的《黄帝内经》，阐明人与自然的有机联

系，是一部重要的中医基础理论著作。医学家张仲景提出辨证施治的原则，著成《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临床学的基础。针灸在中医治疗中发挥很大作用。它建

立在经络学说基础上，治疗效果显著，简便经济，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也被世界许

多其他国家所接受。

【思考】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医药特征的认识。



【提示】认识：重视临床经验；讲求辨证施治，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医学遗产，如针灸、推拿、食疗等；留下了大量的中医典籍。（言之成理即可）



3.（高考链接·与最新版教材第86页西医传入对中国人健康观念的影响相联系）(202

0·海南，8)1902年，中国部分地区遭遇了瘟疫，《大公报》给予极大关注，在社会

各界人士投递的稿件中出现了“微生物”等词，还有一则来函写道：“凡有害于民者，

莫不出示以严禁之，卫生有术，故能疠疫潜销焉。”这表明(     ) 。B

A.大众传媒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方式

B.近代科学的卫生观念在防治疫病中得到传播

C.细胞学说开始成为探究生命科学的理论基础

D.瘟疫彻底改变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角度和方法



[解析] 

据材料“‘微生物’等词”“凡有害于民者，莫不出示以严禁之，卫生有术，故能疠疫潜

销焉”可知，《大公报》介绍近代西方的卫生学知识，大力宣传科学的健康卫生观，

故选B项；“根本上”说法过于绝对，排除A项；1838—

1839年德国植物学家施莱登和动物学家施旺就已提出细胞学说，排除C项；“彻底”

说法过于绝对，排除D项。



突破 重点难点

真题验证
(2022·重庆，13)11世纪以来，人们认为君主具备手到病除的神性。君主的触摸可以

治愈各种疾病，尤其是被称为“国王病”的淋巴结核。君主触诊成为备受珍视的仪式，

成为君主威望的象征。到牛顿和洛克的时代，就像占星术和炼金术突然间风光不再

一样，触诊也几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 。A

A.科学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君权观念 B.近代医学进步攻克诸多传染疾病

C.君主权力运行受到法律严格限制 D.科学宇宙观动摇了教会神圣地位



解题
秘籍

材料分
析

据材料可知,11世纪以来,人们认为国王可以治愈疾病,这成为国王威
望的一种象征,但伴随着自然科学和启蒙运动的发展,人们对国王能
够治愈疾病的认识几乎消失

明确答
案

这体现了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君权的认识,A项正确

失分
点评

以偏概
全

材料体现的是近代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国王治愈疾病的认识,

并没有体现近代医学对诸多传染疾病的攻克,排除B项
节外生
枝

材料体现了科学对君权认识的冲击,并没有体现君权受到法律的限
制,排除C项

主题不
清

材料反映的是科学改变了人们对君权的认识,而非动摇了教会的地
位,排除D项



深度研习
    材料 

明朝后期疫病发生次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1580年、1639年出现两次延续多年的瘟疫。

疫情出现后,明朝基本上都是向疫区派出医官对患者进行诊治,并散发相关的药剂,向

灾民派发小额救济钱物,同时设坛做法事,祈福禳灾。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

度上受“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人们认为瘟疫是天神“震怒”的表现,这种观

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的意志。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鼠疫流行,不到7

个月时间,就造成

了20万人死亡,蔓延势烈,形势惨重。

——据程杨等《中国明清时期疫病时空分布规律的定量研究》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防疫措施的特点。



&1&第一步：审设问定答题指向

题干分解 思维定向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 结合型
概括明朝防疫措施的特点 特点、特征类



    

第二步：套模板,针对作答（本设问为特点、特征类题目,套用特点、特征类答题模

板）材料分
层

材料信息 所学知识 概括特点

第一层 设坛做法事,祈福禳灾
历史上的
疫病与医
学成就

带有迷信
色彩

第二层

明朝防疫的消极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等思想影响,人们认为瘟疫是天神“震
怒”的表现,这种观念使人丧失了与疫病积极斗争
的意志

政府应对
消极

[答案] 

作答：特点：防疫重点主要在灾后赈济、救助方面;防疫措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主题二 现代医疗卫生体系与社会生活



理清 知识结构

知识梳理 构建体系

一、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
1.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主要内容:基本医疗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药品供应体系

与医疗保障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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