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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年来，在大家的热情呵护下，我们共同见证了八年制临床医学教材——这个新生命的诞生与茁壮成
长。
如今，第二版教材与大家见面，怀纳第一版之精华而不张扬，吞吐众学者之智慧而不狂放，正如医学
精英人才所应具备的气质与神韵。
在继承中发展，新生才能越发耀眼；切时代之脉搏，思维才能永领潮头。
第二版教材已然跨入新的成长阶段，心中唯觉欣喜和慰藉。
回想第一版教材面世之后，得到了各方众多好评，这充分说明了：这套教材将生命科学信息化、网络
化以及学科高度交叉、渗透的特点融于一身，同时切合了环境一社会一心理一工程一生物医学模式的
转变，诠释了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另外，编委构成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内容选择、编排体系、印刷装帧质量等，令广大师生耳目一新，
爱不释卷。
诚然，第一版教材也并非十全十美，比如有的学科仍以介绍知识为主，启发性不强，对学生难以起到
点石成金、抛砖引玉的作用，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有的学科、章节之间有重复现象，略
显冗余，不够干练。
另外，随着学科的进展，部分疾病的临床分类、治疗等内容已略显滞后，亟待最新的研究成果加入其
中，充实完善。
鉴此，第一版教材的修订工作便提上日程。
此次修订，比当初第一版的编纂过程更为艰辛和严谨，从编者的谨慎遴选到教材内容的反复推敲、字
斟句酌，可谓精益求精、力臻完美，经过数轮探讨、分析、总结、归纳、整理，第二版教材终于更富
于内涵、更具有生命力地与广大师生们见面了。
“精英出精品，精品育精英”是第二版教材在修订之初就一直恪守的理念。
主编、副主编与编委们均是各领域内的医学知名专家学者，不仅著作立身，更是德高为范。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他们将从医执教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体会以及医学精英的特质潜移默化地融入
到教材当中。
同时，在主编负责制的前提下，主编、副主编负责全书的系统规划，编委会构成团结战斗的团队，各
位专家群策群力、扬长补短、集思广益、查漏补缺，为教材的高标准、高质量的修订出版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注重医学学科内涵的延伸与发展，同时兼顾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是第二版教材的一大亮点。
此次修订不仅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增加了《临床流行病学》、《肿瘤学》、《生物信息学》、《实验动
物学》、《医学科学研究导论》和《医学伦理学》，同时还合并了《生物化学》与《医学分子生物学
》。
通过主编顶层设计，相邻学科主编、副主编协调与磋商，互审编写提纲，以及交叉互审稿件等措施，
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突出中心、合理交叉、避免简单重复的要求。
强调启发性以及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第二版教材的另一大特色。
除了坚持“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和五性（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
用性）”，更注重激发学生的思维，让他们成为自己头脑的主人，批判地看待事物，辩证地对待知识
，创造性地预见未来。
同时，这版教材也特别注重与五年制教材、研究生教材、专科医师培训教材以及参考书的区别与联系
。
以吴阶平、裘法祖、吴孟超、陈灏珠为代表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对第二版教材寄予了殷切期望和悉心
指导，教育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各位领导的支持是这版教材
不断完善的动力之源。
在这里，衷心感谢所有关心这套教材的人们！
正是你们的关注，广大师生手中才会捧上这样一本融贯中西、汇纳百家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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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第二轮全国高等学校8年制规划教材。
本书为临床医学专业最高层次的规划教材，系统介绍了医学科学学科内的基础知识、前沿知识，体现
了“高、精、尖”的特点。
具体内容有：医学科学研究中的创造性思维；医学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医学科学研究设计；基础医
学实验设计；基础医学实验技术；转化医学研究；临床医学研究设计；临床试验研究；人群研究设计
；医学科学研究中的误差与偏倚；医学科学研究的报告；医学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医学科学研究者
的职业生涯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科学研究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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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无论是中世纪欧洲梦魇般挥之不去的“恶黑病”，还是至今我们仍无法忘怀的曾经肆虐的严重
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会同历史的经验和发达国家的实践向我们表明，任何一个重大疾病的最终
控制均有赖于医学科学技术的突破，医学科学研究在提高人类疾病防治水平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反
应能力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重大疾病防治、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已经成为目前国家的重大社会需求，是我国国民经济稳定和持续发
展的根本保证，也是国家科技战略发展的需求。
在满足这一需求的过程中，医学科学研究举足轻重。
能否建立有效的疾病防控机制和提高公众的医疗服务，能否建立有效、高能的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
的体系，能否解决目前公众“看病贵、看病难”等重大医疗服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学科学
研究水平的全面提高。
因此，作为一名医学生学习医学科学研究的相关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一、医学科学研究的主要特征在医学科学研究活动中，运用科学实践和理论思维，充分发挥人类的聪
明才智，去探索正常人体与疾病之间的联系或规律，从而发现疾病的发生机制，发现疾病预防与治疗
措施的过程称为医学科学研究。
医学科学研究具有如下主要特征：（一）医学科学研究具有探索性、创新性、继承-陛和连续性医学科
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具有明显的探索性、创新性、继承性和连续性。
而其中的探索性和创新性则是科学研究区别于其他劳动的本质特征。
科学研究就是向未知领域进行的探索，把未知变成已知，把知之不多变成知之较多，把知其然变成知
其所以然，最后获得新知识，阐明新规律，建立新理论，发明新技术。
一言以概之，就是要有所创新。
探索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探索的结果。
探索性和创新性是由科学研究本身的性质所决定，它从实质上概括和反映了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和科
研劳动的真正价值。
（二）医学科学研究既有科学实践过程又有理论思维过程医学科学研究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科学实
践和理论思维。
人们在医学实践中运用正确的观点和科学的方法观察事物，通过理论思维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
因此医学科学研究是一种认识过程，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思维过程。
（三）医学科学研究具有实用性医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
因此，医学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实用性。
无论是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还是中医药学等都属于应用研究范畴，研究成果最终都要指导
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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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科学研究导论》：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全国高
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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