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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专业 

 

一、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是国内创办最早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学科之一，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公共卫生学院。中山大学预防医

学专业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较高的学术水平，作为首批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点、广东省名牌专业、中山大

学品牌专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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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主干课程，掌握临床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熟悉常见病、多

发病的防治技术，具有从事群体和个体预防保健工作的能力；掌握公

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备开展疾病防控的能力；

掌握统计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开展人群流行病学病因调查、疾病监

测、疾病筛查的基本技能；了解我国卫生管理的基本原理以及公共卫

生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预防医学领域的现状和发展动向。 

本专业学制五年。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相关专业培养方案

规定的全部课程，取得毕业规定学分，德、智、体合格的学生，准予

毕业，发给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中山大学授予学士学位工作细则》

的学生，授予医学学士学位证书。 

三、课程体系 

专业课程体系包括公共基础课程和学科专业课程两个核心框架，

注重“夯实基础、综合培养与强化应用”相结合，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批判吸收、创新思维、实践应用”的能力。 

（一）公共基础课程：包括军事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

英语、体育等公共必修课程，并要求修读一定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 

（二）学科专业课程：由“大类基础课、基础医学课、临床医学

教育、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育”有机结合。 

1、大类基础课参照医科大类的课程设置，包括数学、物理、化

学等平台课程，以及基础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生物学与细胞生

物学、医学信息技术基础、医学导论等课程； 

2、按照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的基础医学课程教学平台，包括生

化与分子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医学免疫学、分

子医学技能、药理学、病理生理学、实验生理科学、医学伦理学、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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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生物学、实验生理科学、人体寄生虫学、医学遗传学等课程，培养

学生掌握基础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 

3、临床医学教育包括临床理论、临床见习与临床实习。修读的

临床理论课程包括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传

染病学、神经病学、精神病学、皮肤性病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影像

学、中医学等，并进行临床见习以及临床实习。 

4、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育包括专业课程学习、专业实习及毕

业论文。专业核心课程包括卫生统计学（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广东

省一流本科课程）、儿少卫生学（广东省精品资源共享课）、流行病学、

卫生毒理学、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卫生事业管理等，以及卫生分析化学、健康教育学、行为医学、社会

医学、卫生法规与监督、卫生经济学基础、妇女保健学、全球卫生概

论等多门专业提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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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作为院内各学科实验教学的公共平台，同时也是学院本科生进行开

放性实验、自主性探索和科研学习的延伸，成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公

共卫生人才的学习实践平台；组建“公共卫生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

台”，开展大型仪器、高危现场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提升学生面对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禽类交易市场外环境禽流感病

毒监测采样操作虚拟仿真实验”获评首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

流课程。 

2、涵盖省、市、区三级的教学科研基地共 27 个（包括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18 个、卫生监督所 5 个、职业病防治院 2 个、妇幼保健院

1 个，慢性病防治院 1 个），学院与基地双方在科研合作、师资培训、

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拓展多方位交流与协作，共同实现培养高

素质应用型拔尖创新公共卫生人才的目标。 

3、“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是广东省一级重点学科——攀峰重点

学科；在下设的二级学科中，卫生毒理学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流行病

与卫生统计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为省级重点学科。学院拥有广东省

营养膳食与健康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十二五”医学重点实验室-卫

生信息学实验室、广东省“五个一科教兴医工程”卫生毒理学重点实

验室、广州市环境污染与健康风险评价重点实验室，为专业人才培养

创造良好的教学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