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信息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医学信息学>>

13位ISBN编号：9787810947930

10位ISBN编号：7810947931

出版时间：2005-4

出版时间：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科，颜红梅 著

页数：17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信息学>>

前言

　　信息科学正在惊人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和生活。
在逐步深入到医疗卫生实践与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门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交叉科学——医学
信息学。
医学信息学是以医学信息为研究对象，研究医学信息的特点、活动过程和规律的科学。
医学信息学有明显的应用性，其应用对象领域就是医疗卫生管理和应用的方方面面，涉及医学信息的
获取、传递、加工、存储、分析、控制利应用的全过程。
　　本书的作者长期从事医学信息学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为了适应和配合信息时代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专科的教学要求，多方面拓展学生视野，综合培养学
生理论与实践的应用能力，特别编著了这本医学信息技术及应用方面的专业书，作者真诚地希望本书
能成为对从事医学信息学研究和实践的读者有用的一本参考书。
　　在本书中，作者根据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经验，有选择性地介绍了构成医学信息学的主要支撑技术
即网络通信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希望读者可以获得一些医学信息传递、存储及系统设计方面的基础知
识。
在医学信息系统介绍方面，重点介绍医院管理信息的医院信息系统（HIS系统），医学影像处理和传
输的图像存储与传输系统（PACS系统），医疗信息处理和再加工的医学专家系统及决策支持系统，医
疗信息远程利用的远程医疗系统等。
　　本书由李科和颜红梅二人合作编著，李科主要负责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第八章和第九章的
编写，颜红梅主要负责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和第七章的编写。
同时，本书的编写得到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尧德中教授和饶妮妮教授的鼓励和关怀，在
此也向两位教授表示感谢。
　　我们不得不提的是，医学信息学是一门快速发展的科学，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医学信息技
术也日新月异。
由于我们的经历和水平有限，在书中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并欢迎提出宝贵意
见和建议。
同时，作者在编写过程中除了参考了文献列出的资料外，还借鉴了许多互联网上的资料，在此谨向相
关文献资料的作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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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信息学》是一本专门介绍医学信息学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的专业性图书。
信息技术已被应用于生物医学的相关领域，形成医学信息学这门交叉学科，有关医疗信息系统的研究
与建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医疗信息化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提高整个医疗服务水平的重要内容，越
来越受到国家、社会和医院的重视。
《医学信息学》就医学信息学的基础理论和技术、几个重要医疗信息系统和标准进行介绍。
　　《医学信息学》共分为9章，内容包括医学信息学概论、医学信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医院
信息系统、PACS系统、医学决策支持系统、医学数据挖掘、远程医疗系统和后记等。
　　《医学信息学》内容实用性强，可供从事医疗信息系统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生物医学工程和医
学信息学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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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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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设计理论3.3 关系型数据库设计第四章 医院信息系统4.1 医院信息系统的发展4.2 医院信息系统的
内涵与外延4.3 医院信息系统的建设4.4 医学信息标准化与HL7标准4.5 我国医院信息系统面临的挑战与
任务第五章 PACS系统5.1 PACS概述5.2 PACS系统结构及性能5.3 PACS系统设计5.4 DICOM标准第六章 
医学决策支持系统6.1 医学决策支持系统的发展6.2 医学决策支持系统的结构6.3 医学知识获取6.4 医学
决策支持方法6.5 医学决策支持系统的开发6.6 医学决策支持系统的评估第七章 医学数据挖掘7.1 数据挖
掘的基本知识7.2 医学数据挖掘及其应用第八章 远程医疗系统8.1 远程医疗系统的概述8.2 远程医疗系统
设计第九章 后记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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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信息　　现代信息科学技术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
会已经与半导体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信息服务业、
信息产业、信息经济、信息化社会、信息管理、信息论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其实自从有了生命，就有了信息相伴。
根据研究，生物的生存、进化都与信息相关，生物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上代与下代
之间都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着信息。
人类也不例外，自从有了人类，人们就与信息不可分离了，眼睛接收视觉信息，耳朵接收听觉信息，
还有鼻子、舌头、皮肤都使人们通过感知信息认识世界，然后才有了人们信息的交流，人们的认识面
就不断增大，才能不断进步和发展。
人们已经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利用信息，人类早期通过结绳记事来记录信息、存储信息
，利用烽火台来传递信息。
　　不同领域对信息也有不同的定义。
在经济学家眼中，信息是与物质、能量相并列的客观世界的三大要素之一，是为管理和决策提供依据
的有效数据。
对心理学家而言，信息是存在于意识之外的东西，它存在于自然界、印刷品、计算机硬盘以及空气之
中。
在新闻界，信息被普遍认为是对事物运动状态的陈述，是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特征传输。
而新闻则是信息的一种，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哲学家们从产生信息的客体来定义信息，认为事物的特征通过一定的媒介或传递形式使其他事物感知
。
这些能被其他事物感知的、表征该事物特征的信号内容即为该事物向其他事物传递的信息。
所以，信息是事物本质、特征、运动规律的反映。
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本质、特征、运动规律，人们就是通过事物发出的信息来认识该事物，或区别于
其他事物。
　　《辞海》中说“信息是指对消息接受者来说预先不知道的报道。
”《韦氏字典》认为“信息是用以通信的事实，是在观察中得到的数据、新闻和知识。
”而控制论鼻祖维纳说：“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
”信息论鼻祖香农没有对信息给出明确的定义，他认为：“信息是不确定量的减少”。
“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定性的东西。
”在香农的信息理论中，不确定性是用熵来表示和计量的。
因此，香农的信息定义也可表述为：信息是用以减少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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