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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新知识大搜索”系列丛书诚邀多位专家编写，坚持实用、易懂的原则，力求通过全新的角度
来阐释宇宙、地球、海洋、陆地、节能、环保、资源，以及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
书中文字简约，行文流畅，设计精美。
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医学新知》分册。

本书是介绍医学界近些年来新发现新研究的成果。
它会用新的健康医学道理来充实你的头脑，让你开阔眼界，扩大视野，知道医学领域里的“侦察兵”
有哪些新“战士”，救死扶伤的“前沿阵地”有何“新式武器”，取得了哪些新的“战况”，人体器
官破损是如何修复的，预防医学有哪些新发展，21世纪的人体保健时代有哪些新知识，以及针对医学
新知，改变健康观念，对于改善生活方式营造科学氛围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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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强健的体魄迎接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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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揭示生命的“医学侦察兵”　　医务界常常把诊断医学誉为“医学侦察兵”，因为许多
疾病的诊断需要用各种仪器去探测，有的是靠影像学出现形象逼真的直观结果，有的则测试出许多数
据供临床参考使用。
临床医生结合病人的症状体征特点，综合进行分析判断，得出确切结论，最后进行治疗处置。
所以，有人还把诊断医学称为“临床医生的眼睛”。
　　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诊断医学也从多方面有新的提高。
然而，人们怎能知道，诊断医学的发展历经了四百多年的艰苦历程。
在人类诊断医学历史上有几位关键性的人物，那就是：显微镜的发明人荷兰生物学家列文虎克、揭开
细菌奥秘的法国细菌学家巴斯德、德国细菌学家柯赫、X线发明人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拉德·伦琴
、X线扫描摄影（CT）发明人菲尔德科马克和海斯、电镜发明人、B超诊断发明人⋯⋯　　17世纪70年
代，荷兰曾学过磨眼镜片的列文虎克用金属夹两片隔开的镜片，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显微镜，调节一
定距离可以放大300倍物体。
近20年来，免疫学检验及发光免疫技术发展很快，DNA检测技术的广泛应用，核酸体外扩增技术，遗
传病的诊断技术等均有了新的飞跃。
由于许多电脑控制的检验仪器广泛应用，使检验数据准确可靠，改变了过去手工操作和用眼睛看显微
镜的局面。
尤其是基因芯片和生物芯片的应用，纳米诊断技术的发展，使不少检验出现质的飞跃。
　　影像学的诊断是近百年的事情。
随着电脑的介入，X线诊断技术陆续自动化，出现了隔室控制系统、电脑监视。
电子X线人体扫描摄影（简称CT）。
CT的发明人菲尔德科马克和海斯，因为贡献卓著而获得1979年诺贝尔医学奖。
　　随着数字医学的兴起，数字成像技术以其先锋姿态，实现了三维虚拟现实技术，对人体可以从多
部位、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探测。
　　B超诊断技术近20年来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从只能看到曲线的A超诊断仪到B超诊断仪的出现，到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设备的出现，紧接着扇形B
超、M形B超等问世，以及超声CT的诞生，为影像学诊断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为临床医学提供了极大
的方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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