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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首先要祝贺我国最新的一本既与国际医学信息学接轨，又包容我国医学信息学基本实践的《医学信息
学概论》即将出版，为我国医学信息工作者提供一本既带有医学信息学原汁原味又带有本土气息的著
作。
随着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计算机科学技术和信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
一门基于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医学科学、管理学、工程学、图书馆学、语言学、心理学及其他应
用科学的理念和方法的结合，以研究医学信息的搜集、处理、存贮、检索、传输、管理和有效应用的
原理与方法为基本内容的新兴交叉学科——医学信息学便应运而生。
其应用性极强，适用性极广，又不乏自身的特点和理论基础。
医学信息学在医疗实践、医学研究、医学教育、医学决策和管理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各种
医学信息系统（包括临床医疗系统、图象处理系统、公共卫生系统和决策支持系统）建设、各种医学
信息资源整合和利用、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医学决策支持系统、生物信号收集与识别及处理、
医学图象处理与重建、各种医学决策（包括临床决策、卫生决策等）系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和深入
，为提高医疗、卫生、教学和研究的效果、效率、效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医生的信息素养和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水平已成为现代医生个人和医院乃至整个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的重要前提条件。
医学信息学的广泛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医疗卫生观念，还从来没有一门科学像信息科学
这样如此广泛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医学的整体面貌，是医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基础、桥梁、手段和
动力。
由董建成教授主编的这本《医学信息学概论》着重于医学信息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叙
述，将计算机与网络、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作为信息学的基础加以简要介绍，而对于分子与生物革
命引导的新兴学科群和信息与计算革命引导的新兴学科群之间交叉形成的生物信息学，虽然与医学信
息学有关，但其主要是作为医学研究的手段，因而也只在书末加以概述，全书重点阐述医院信息系统
、临床信息系统、医学图象信息系统、公共卫生信息系统、远程医学、网络信息检索和医学决策支持
系统。
这是一本结构简明、内容扼要而又反映医学信息学全貌的中等部头的简明读本。
相信这本书能在医学信息教育、医疗实践、医学研究、医学决策乃至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信息化建设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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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信息学（Medical Informatics）是研究生物医学信息、数据和知识的存储、检索并有效利用，
以便在卫生管理、临床控制和知识分析过程中作出决策和解决问题的科学。
它是信息技术学与医疗卫生科学的交叉学科，前者是其方法学，后者是其应用领域。
随着我国医学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2003年“非典”以后，医院信息化的建设迅速发展，国内
至今没有一本面向医学生的医学信息学教材，大多以计算机基础或文献检索教材代替之，不但导致了
人们对医学信息学认识上的错误，而且使我国医学信息学的教育和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
大。
因此，建设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医学信息学》教材，不仅是培养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临床基本技能的
课程建设之必需，也是我国医学教育发展战略的需要，必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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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实质上，数据的运算定义在数据逻辑结构上，而其运算的具体实现要在存储结构上进行。
在传统的程序设计语言中，所提供的数据类型即反映了其数据结构。
简单的数据结构可用单一的标准数据类型（如整型、实型、字符型等）来定义，而复杂的数据结构（
如数组、记录、指针等）则需要简单的数据结构复合而构成，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得到更为复杂的数据
结构。
（六）计算机软件理论基础数学与电子学等学科一起奠定了计算机科学的基础，而数学是计算机科学
特别是计算机软件的理论基础。
计算机科学也推动了数学的发展，为数学研究开辟了更广阔的天地。
许多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和软件大师都认为：对程序设计可以这样理解，它就是数理逻辑，或者是用
计算机语言书写的数理逻辑，或者是数理逻辑在计算机上的应用。
因此，对软件理论的研究，特别强调对相关数学知识的掌握。
软件理论基础涉及众多的数学分支，本节只能扼要地列出相关的数学分支条目，让读者了解其中大致
的内容，以便深入学习和研究。
1.数值计算（numerical computation）  研究使用计算机求解各种数学问题的数值方法，包括离散型方程
和连续系统离散化的数值求解。
在数值求解数学问题时，需要考虑误差、收敛性和稳定性等因素。
数值计算的研究内容随着计算机发展和应用范围的扩大而不断丰富。
从数学类型看，它包括数值逼近、数值微分与数值积分、数值代数、最优化方法、常（偏）微分方程
数值解法、积分方程数值解法、计算几何、计算概率统计等。
2.离散结构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发展过程中，曾经涉及和应用了许多现代数学学科，这些数学学科大
多具有“离散型”和“能行性”的特点。
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适应计算机科学的发展和培养计算机科学人才的需要，人们将上述数学学科中
的相关内容加以分析、研究和整理，并以“离散数学（discrete mathematics）”而称之。
因此，离散数学是以离散结构为主要研究对象且与计算机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一些现代数学分支的总
称。
一般而言，离散数学主要包括集合论、逻辑学、抽象代数、范畴论、图论、计算数论和组合学等。
3.计算理论（theorly of computation）是关于计算和计算机械的数学理论。
1936年，为了讨论对于每个问题是否都有求解的算法，该领域的科学家相继创造了递归函数论，提出
了理想计算机和通用图灵机的概念，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1946年出现的程序存储式计算机的设计
理论。
近代计算机的诞生，使研究的焦点从理论可计算性转移到现实可计算性，产生了算法学和计算复杂性
理论、自动机制论和形式语言理论等。
4.程序理论（theory of programs）是研究程序的语义性质、程序设计及开发方法的理论，其基本问题是
如何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框架，为软件的设计和开发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这个框架应能提供有效地描述程序规约的语言；应能定义可操作的变换方法，以便能规约构造可执行
的程序；应能给出验证程序与其规约之间一致性的机制。
科学家的研究业已形成了程序语义理论、程序逻辑理论、类型理论、程序验证理论、并发程序理论等
。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日臻成熟，并行和分布计算机系统得到迅速发展，特
别是国际互联网的出现和广泛使用，大大促进了并行程序理论和网格计算理论的发展，使之成为程序
理论的重要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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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信息学概论》：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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