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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人类社会步入21世纪之时，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给各个领
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重要表现之一就是领域相关的信息呈现指数性的增长，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由此，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有效管理和利用这些信息，使其
成为促进领域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兽医也和其他领域一样，每天有海量的新数据产生，涉及动物疫病、临床诊断治疗技术和方法、
疫苗和药物、病原特性、防控技术等许多方面，并以文本、电子表格、图片、影像、序列以及蛋白
质3D结构等多种格式生成，被广泛应用于诊断、治疗、预防、科学研究、教学等实践活动中。
针对兽医领域的这种变化，就需要有一门新的学科，来专门研究兽医领域的数据特点，并在此基础上
探讨这些数据生成、管理和应用的方式和方法，以满足这种变化给兽医实践带来的挑战，从而带动整
个学科的发展。
　　兽医信息学就是应兽医领域在信息采集、传输、存储、管理、统计、分析等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
一门新的学科，它主要应用信息科学、工程学和计算机技术来支持兽医学教学、研究和实践。
　　兽医信息学在我国还没有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进行教授。
但是，随着本学科的发展，以及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对信息学技术需求的越来越多，可以预期，兽医
信息学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兽医教学的内容之一。
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为普及兽医信息学基本知识和实践技术，另一方面为可能开设“兽医信息学”
课程的高校提供参考素材，结合我们近年来在兽医信息学方面所做的研究和实践工作，撰写了《兽医
信息学》。
　　本书根据兽医实践的需求和特点，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阐述了信息技术在兽医领域应用的一般
原理与方法。
全书共分十二章，其中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兽医信息、兽医信息学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进展。
第二至第四章为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由于本书的读者多为兽医工作者，因此在这几章主要介绍了数
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及信息系统的开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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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兽医实践的需求和特点，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阐述了信息技术在兽医领域应用的一般原理
与方法。
全书共分十二章，其中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兽医信息、兽医信息学的基本概念及其研究进展。
第二至第四章为信息技术的基础知识，由于本书的读者多为兽医工作者，因此在这几章主要介绍了数
据库技术、网络技术及信息系统的开发方法。
第五章为兽医信息标准化，由于目前尚未形成专门的兽医信息标准，国际上只是将兽医信息标准作为
医学信息标准的一部分，因此本章主要介绍了数据分类与编码的一般原理与方法，并介绍了可参考及
使用的医学信息标准。
第六章介绍了电子病历的组成、分类及其实现技术，由于真正意义的电子病历在兽医临床上的应用还
有一定的困难，而且除了目前流行的宠物门诊之外，养殖场没有必要应用完全意义上的电子病历，而
养殖场更关注病历的统计、分析，更关注动物的整体健康情况，因此特别对健康养殖的主要环节、影
响健康的主要因素及动物健康管理系统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第七章至第九章是本书的核心内容，第七章介绍了一般的决策方法、兽医实践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
第八章分析了兽医临床诊断特点，并介绍了动物疾病诊疗知识获取、动物疾病诊疗知识的表示方法、
动物疾病模糊诊断模型、动物疾病诊断专家系统的推理机制及动物疾病诊断专家系统的构建方法。
第九章以实例的形式介绍了常用的动物疫病预测原理、模型及方法，并详细分析了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信息系统的结构、架构、组成及开发技术。
第十至十二章分别介绍了医学成像系统、兽医信息检索资源及远程医学，这三章的内容对于兽医临床
、科研等有一定的意义，但由于当前我国兽医实践对这些技术的利用不是很充分，在本书中未进行详
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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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绪论  一、信息与兽医学信息  二、信息技术基础  三、兽医信息学的概念  四、兽医信息学
的主要研究领域第二章　数据库基础　第一节　数据库系统概述    一、数据库概念介绍    二、数据库
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三、数据库系统的特点第二节　数据模型    一、数据模型的概念    二、数据模型
基本概念    三、数据模型的表示方法    四、数据模型的组成要素    五、常用逻辑数据模型  第三节　数
据库系统结构    一、数据库系统模式的概念    二、数据库系统的三级模式结构    三、数据库的二级映
像功能与数据独立性  第四节　常见的数据库系统及其开发工具第三章　网络基础  第一节　计算机网
络概述    一、计算机网络的发展    二、计算机网络的系统组成与功能    三、计算机网络的分类    四、计
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    五、计算机网络的协议    六、计算机网络的体系结构  第二节　计算机网络的软
件与硬件组成    一、计算机网络的软件系统    二、计算机网络的硬件系统    三、网络地址第四章　信
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第一节　信息系统和管理    一、系统和信息系统    二、信息系统的发展  第二节　
信息系统规划    一、信息系统发展的阶段论    二、开发管理信息系统的策略    三、信息系统战略规划
的内容  第三节　系统分析与设计    一、系统分析    二、系统设计  第四节　常用系统开发方法    一、生
命周期法    二、原型法    三、面向对象的方法    四、常见信息系统开发工具第五章　兽医信息标准化
　第一节　数据分类与编码　  一、信息标准化  　二、数据分类与编码　第二节　现可参考及使用的
兽医学信息标准    一、SNOMED    二、ICD    三、ATC    四、MeSH    五、DRG第六章  电子病历与动物
健康管理系统第七章　兽医临床决策方法与临床决策系统第八章　专家系统技术与动物疾病辅助诊治
系统第九章　动物疫病预测方法及动物疫病防控信息系统　第十章　医学成像系统　第十一章　兽医
信息检索资源第十二章　远程医学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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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数据库基础　　数据库技术是数据信息管理技术的重要成果，是计算机科学的重要分支
，它被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文化教育、企业管理，以及办公自动化等方面，为计算机的应用开辟
了广阔的天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数据库技术是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时代相结合的产物，是信息管理和数据处理的核
心。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数据库的建设规模、数据库信息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国家信息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建立一个满足各级部门信息处理要求的行之有效的信息系统也成为一个企业或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
要条件。
因此，作为信息系统基础的数据库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第一节  数据库系统概述　　一、数据库概念介绍　　（一）数据　　数据是对客观事物的某些
特征及其相互联系的一种抽象化、符号化表示。
例如，张利出生日期为1963年10月1日，身高1.75 m，体重60 kg，职称是兽医师。
其中张利、1963年10月1日、1.75 m、60kg、兽医师等都是数据。
数据是人们为了进行交流、通信、解释，用来表示主客观对象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数据是用来表示
数量、活动、事务等情况的一组符号，这些符号可以是文字、字符、数字、表格、图形、声音等。
在数据库中，把计算机能识别并能处理的一切符号，都称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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