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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教育部关于新世纪医学教学改革的精神，适应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医疗卫生改革和发展的
需要，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中国医师协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决定，组织全国高等医学院校
的知名专家、教授编写一套具有科学性、先进性、新颖性和适用性的精品教材。
本书的编委是在广泛听取了教育及卫生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后，由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教材评审委
员会专家审定而确立的。
各篇章的作者均是具有丰富的临床医疗和教学经验的专家、学者。
　　经编委会认真讨论决定，本书顺应我国医学模式的转变和疾病谱的变化，严格选材，按照培养目
标兼顾国家执业医师考试大纲和考试的要求，以内科常见病、多发病为主线，以诊断和治疗为重点，
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逻辑思维，同时适当反映近年来内科
学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断、治疗方面公认的新成就新进展，力求保证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
启发性、适用性和可读性。
各篇章书稿均经同行专家审阅，几易其稿，最后由编委会终审定稿。
　　为了有利于学生学习，明确重点、难点，掌握必需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本书章前列有目的要求，
章后列有复习思考题，书末附有常用英语缩略语等。
　　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各参编院校的大力支持，于此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编写经验有限，书中难免有遗误之处，殷望使用本书的广大师生和读者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科学>>

内容概要

　　《内科学》共11篇，约120万字。
囊括了内科学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血液系统、内分泌和代谢性、风湿性、理
化性、神经和精神性方面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各篇均先以总论对该系统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原则等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继之以独
立章节对该系统的常见病多发病进行重点突出的逐一讲述。
各篇章以各个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为重点，对临床上已公认并广泛应用的诊疗技术和方法，
着重进行了详实的介绍，对目前尚不多用或尚未肯定者，则仅作原则性讲述或不予介绍，具有良好的
实用性。
全书既注重临床适用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也注意反映近年来国内外现代医学的新进展
和新成绩。
全书紧扣成人教育学生的学习和工作经历，紧扣其知识结构和学习特点，注重了专科知识和本科知识
的衔接、深度、难度，注重了“三基”和新进展、新成就的比重和关系，兼融了国家执业医师考试大
纲和考试的要求，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针对性。
　　《内科学》对象为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的成教和普教本科学生，也适合基层医疗单位的临床医生和
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的临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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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症糖尿病昏迷第十一章 肥胖症第十二章 痛风本篇主要参考文献第八篇 风湿性疾病第一章 总论第二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科学>>

章 类风湿关节炎第三章 系统性红斑狼疮本篇主要参考文献第九篇 理化因素所致疾病第十篇 神经系统
疾病第十一篇 精神疾病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科学>>

章节摘录

　　内科学是一门实践性、经验性、累积性很强的学科，学习内科学应努力遵循理论一实践一再理论
一再实践的原则，力求做到：　　一、夯实基础理论是实践的先导。
为了掌握诊疗疾病的方法，做一个出色的临床医师，医学生决不能轻理论重临床，必须学好内科学的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为临床实习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勤于实践应确立实践出真知，病人是最好的老师的观念。
应尽可能多地接触病人、收治病人、巡视病人，对病人的每一个症状、体征、检查结果及其变化，都
应多思、多想、多问，在管好自己分管病人的基础上，应尽可能多地主动交叉学习，尽可能独立了解
全科每天新人院的病人和疑难重症病人，并注意将自己的诊疗思路、方案与上级医师的意见进行对照
，主动地、经常地进行“自我考试”，在讨论分析病人病情时要勇于主动发表自己的诊疗意见，注意
学习上级医师的临床思维方法，珍惜每一次实践操作的机会，努力做到以病房为家，以病人为中心，
尽一切可能争取更多的实践学习。
　　三、反复实践应当牢记，反复实践是熟悉、熟知、熟练知识和技能的前提。
多年的临床教学经验告诉我们，在内科学的理论学习和毕业实习中，总有部分同学在学习上表现出先
热后冷，先紧后松的现象，甚至到实习后期有的同学不愿接收住院病人，不愿书写病历，不愿意动手
操作等等。
这无疑对巩固、提高已知的知识和技能是极为不利的。
实践、实践、再实践是学好内科学的秘诀。
　　四、不断总结总结是提高的基础。
在理论学习，特别是病房实习时，耳闻目睹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新病例、新症状、新体征、
新经验、新教训总是层出不穷、不断涌现，注意即时记录学习、工作中的点滴体会和感悟，阶段性地
总结所获所失，定期回顾必会温故知新，有助于学得更多、更好、更牢。
　　五、主动拓展当代医学生的知识结构已经具备了主动拓展，涉猎教科书以外书籍和技能的能力，
在理论学习和病房实习中，主动参阅相关的专著和专业杂志，尽可能参加或参与本实习小组以外的理
论学习和技能操作，积极参加科室、医院的病案讨论，定期“自测自考”医学杂志上的病案，主动协
助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对于提高学习内科学的效果和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内科学的新进展】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数学、物理、化学和一些新兴学科与生命科学间
的全方位渗透、交叉、融合，使许多新的理论、方法、技术和仪器设备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中广泛
应用，作为临床医学骨干学科的内科学，无论在疾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方面，或是在诊断、治疗和预
防方面都成绩显著，进展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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