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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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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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共分为四篇，二十六章。
第一篇介绍肿瘤流行病学，第二篇介绍肿瘤病因及发病机制，第三篇介绍肿瘤诊断，第四篇介绍肿瘤
治疗；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详细介绍了肿瘤发生、发展、诊断和治疗等诸多内容，将使读者对肿瘤
学具有系统的认识。
同时，为了增强该书的实用性，书末附有中英文对照索引；为了便于读者自学和进一步追索文献，书
中每章末附有推荐的参考文献、经典书籍和电子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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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希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著名肿瘤医学家。
国家人事部、卫生部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
1970年毕业于天津医学院，从事肿瘤临床、肿瘤免疫与生物治疗研究。
1984-1986年赴美国CENTOCOR生物技术研究所及纽约癌症纪念医院学习。
任天津医科大学校长、天津市肿瘤医院院长、天津市肿瘤研究所所长。
兼任中国抗癌协会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亚洲乳腺癌协会主
席及名誉主席、国际抗癌联盟常务理事、亚太地区肿瘤联盟常务理事等职。
任《中国肿瘤临床》杂志及英文版主编，《中华医学杂志》副总编。
日本昭和大学、久留米医科大学客座教授，美国费奇伯格州研究所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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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三节肿瘤流行病学原理及应用一、肿瘤流行病学的原理恶性肿瘤在人群中是非随机分布的，
表现出一定的时间、地区和人群分布的特征。
由于这种差异的存在，肿瘤流行病学通过比较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恶性肿瘤的分布，探
索造成这种分布的原因，针对病因制订预防策略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以预防或减少恶性肿瘤对人类
健康的危害。
基于恶性肿瘤发病及分布的特征，肿瘤流行病学的原理可归纳为：恶性肿瘤在人群中的流行特征及发
病过程，包括从致癌因素的暴露到肿瘤的发生、发展，即发病学；恶性肿瘤发生的影响因素，包括环
境因素和机体的相互作用，即病因学；恶性肿瘤防治的原则和策略，包括肿瘤的三级预防等。
应该强调的是现代肿瘤流行病学的原理不同于传统流行病学。
恶性肿瘤是多因素参与的多阶段过程，是一种复杂的系统性疾病，因此，在考虑病因时，涉及自然和
社会的外环境及人体生理、心理和精神方面的内环境因素，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和宿主因素的交互作
用。
在考虑恶性肿瘤的预防与控制时，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要强调各级政府、医务工作者和广大民众
的共同参与。
二、应用范围随着现代流行病学的迅速发展及统计学方法、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步，肿瘤流行病学的
应用越来越广泛，肿瘤流行病学方法已渗入到医药卫生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各个层面，根据研究方法和
性质不同，可划分为营养流行病学、临床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移民流行病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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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肿瘤学(供8年制及7年制临床医学等专业用)》：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规划教材,卫生部“十
一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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