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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物医学信息学(第三版)》包括三部分共24章，均由美国著名大学和医院有实际经验的一线专
家撰写。
第一部分(第1～11章)介绍生物医学信息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第二部分(第12～22章)偏重讨论生物医
学信息学的应用；第三部分(第23～24章)对生物医学信息学的发展前景做了展望。
每章的开始部分提出一些导读性问题，明确告诉读者该章要讲述的问题；正文论述部分既有准确的概
念定义，又有丰富的图表和临床实例及真实临床场景描述；每章结尾列出一组思考问题。
《生物医学信息学(第三版)》是当前国际上生物医学信息学领域最权威的基础教科书之一。

　　《生物医学信息学(第三版)》可作为医学、药学、医学信息学、生物医学工程和公共卫生等相关
专业本科、专科的生物医学信息学课程教材或参考书，对健康信息学感兴趣的医生、护士、管理人员
，以及从事医疗服务的技术人员、医疗保险事业人士也可以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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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曾经很常见的一个现象是患者所获得的主要医疗都来自同一位提供者：——家庭医生
照顾孩子，也照顾成人，经常照看一位患者多年或者整个一生，我们往往将这洋一位医生的形象描述
为与其患者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认识整个家庭并且参与患者的很多生活事件，特别是在较小的社
会团体中。
尽管如此，此类医生仍会保留所有医疗接触的记录，由此他们能够获得关于过去疾宿的治疗的数据，
以作为评估未来医疗问题的指南。
在现代医学世界中，精细分科的出现及不断增长的由医疗专业人员团队所提供的医疗供应已经使医疗
记录的主要作用出现了新的重点（图2.5）。
当今此类记录不仅包括用于在下次访问时留作参考的医生观察，还会作为在医生及其他医疗专业人员
间的一种交流机制，如医生与呼吸治疗师、护理人员、放射学技师、社会工作者或住院计划人员。
在很多门诊环境中，患者在很长时间从很多不同的医生，包括主治医生、患者被提交到的专科医生或
管理式医疗保健组织中的个案管理者那里得到医疗服务。
不难听到还记得曾经日子的患者们的抱怨，那时还可能从同一位他们非常信任而且非常熟悉他们的医
生那里获得几乎全部的医疗服务。
医生们对此类问题很敏感，因而认识到了医疗记录通过适当地记录在过去的干预和正在进行的治疗计
划中细节和逻辑，对确保医疗质量和医疗连续性的重要性。
此思想是医疗卫生系统中具有特别重要性的问题之一，如在美国的医疗系统中，相比于外伤或急性感
染，慢性疾病逐渐主导了患者与其医生问相互关系的基础。
2.2.3预测未来健康问题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比对患者的急性或慢性健康问题做出反应包括更多的内
容，它还需要教育患者关于一些他们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中能够对疾病的未来发展作出贡献或降低其风
险的方法。
类似地，在患者正在进行的治疗中例行的检查可能暗示着他正处于某种疾病发展的风险中，即使他目
前感觉良好且尚没有发现症状。
因而在检测风险因素，跟踪一段时间内患者的风险记录，并且为特别的患者提供教育或预防性的干预
，如节食、用药或锻炼的基本原则等方面，医学数据都非常重要。
或许在我们的社会中，此类正在进行的风险评估中最普通的例子就是日常进行的针对超重、高血压和
血清胆固醇水平的监测。
在这些事例中，非正常的数据可能能够预测后来有症状的疾病；最佳医疗需要在哪些并发症有机会发
展完全之前进行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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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医学信息学(第3版)》为国外生命科学优秀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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