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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信息学是以信息学、信息管理和信息技术为依托，研究医学领域中的信息现象和信息规律，
用于医学决策和管理的一门交叉学科。
医学信息学的产生和发展植根于强烈的社会需求，是伴随着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等现代信息技
术在医学领域中的应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医学信息学以生命信息现象和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医学信息（知识）为研究对象。
它的任务是通过对医学信息的有效管理实现医学信息（知识）的充分利用和共享，提高医学决策与管
理的效率和质量。
医疗卫生领域现代化和信息化是21世纪医学发展的大趋势，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医学信息学具有广
阔的空间和诱人的发展前景。
　　从国际医学信息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向各层次的学生提供医学信息学课程起步比较早，包括
本科学位教育、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博士后培养计划以及经常性的短期培训和远程医学信息学教育
等。
我国正式开展医学信息学教育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基本上分为两条途径：一是在医学类专业本科
和硕士阶段提供计算机类课程和医学文献检索课程，培养医学生的信息意识和获取与利用医学信息（
知识）的能力；另一类则是在医学院校或具有医学类专业的综合性大学设置医学信息学或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培养具有医学知识背景的医学信息（管理）专门人才。
　　医学信息学教育的发展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教材。
因为教材是汇聚研究成果、凝练学术观点、体现教学内容、贯穿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
基本工具。
多年来，教材建设一直是我国医学信息学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
随着医学信息学教育进程的推进，组织国内各有关教学单位的专家和教师编写适用于本学科专业特点
的医学信息学教材已经成为广大学生、教师和医学信息工作者的共同愿望和期待。
　　本书立足于医学信息学的理论和实践，根据本专业的特点和教学需要，以医学、信息学、信息管
理和信息技术等学科知识为基础，阐述了医学信息的构成及其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介绍了医学信息
学的基本概念、原理、技术和方法以及医学信息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学科进展，描绘出医学信息
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
主要内容包括：医学信息学基础、医学信息标准化、医学信息有序化、医学信息的获取、医学信息交
流、医学图像信息技术、医学信息系统、医学决策支持、医学知识管理等。
　　在组织编写本书的过程中，从框架设计、内容结构到知识点的归纳和提炼，我们力求做到以下三
点：第一，理论框架清晰，符合教学规律。
本书紧密围绕医学信息学的理论、技术和应用三个层面展开，从学科整体出发阐述医学信息学的基本
问题。
第二，术语表达规范，知识结构严谨。
在学科术语表达方面，本书给出了作者的基本分析和观点；在知识点的阐述上，全书具有统一的体系
结构和风格。
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反映学科进展。
特别是在医学信息技术的应用方面，结合领域研究的现状和发展动向，展示学科研究前沿和最新成果
。
　　全书共分九章。
各章编者分工如下：第一章由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王伟和哈尔滨医科大学曲章义负责撰写；第二章
由九江学院医学院邹恒负责撰写；第三章由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刘莉负责撰写；第四章由广东医学院
陈文凯和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王丽伟负责撰写；第五章由新乡医学院常兴哲和李云波负责撰写；第
六章由华北煤炭医学院张惠英和黄晓鹂负责撰写；第七章由南通大学医学院董建成和江西医学院万浔
娟负责撰写；第八章由华北煤炭医学院张畔枫和黄晓鹂负责撰写；第九章由华北煤炭医学院刘志国和
黄晓鹂负责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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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各章英文摘要由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王丽伟负责撰写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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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医学信息学的理论和实践，立足于本专业的特点和教学需要，以医学、信息科学、信息技
术和信息管理等学科为基础，阐述了医学信息的构成及其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医学信息学的基本概
念、原理、技术和方法；医学信息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学科进展；描绘出医学信息学基本框架和
理论体系。
主要内容包括：医学信息学基础、医学信息标准化、医学信息有序化、医学信息的获取、医学信息交
流、医学图像信息技术、医学信息系统、医学决策支持、医学知识管理等。
    本书主要面向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或综合性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或医学信息学专业，也可
以作为临床医学等医科类其他相关专业的教材，还可以作为广大医务工作人员、医学信息管理人员和
医药企业信息人员开展继续教育、组织业务培训或自学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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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医学信息学基础  第一节 医学信息  第二节 医学信息的相关概念  第三节 医学信息学研究  第四
节 医学信息学教育第二章 医学信息标准化  第一节 标准化概述  第二节 标准的分级、分类和编号  第三
节 国外医学信息标准化进展  第四节 我国医学信息标准化进展第三章 医学信息有序化  第一节 医学信
息度量  第二节 医学信息有序化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信息有序化的基本方法  第四节 自动化整序技术第
四章 医学信息的获取  第一节 医学信息源  第二节 信息收集的理论研究  第三节 信息收集的方法研究  
第四节 医学信息学相关资源第五章 医学信息交流  第一节 医学信息交流基础  第二节 医学信息交流的
特点  第三节 医学信息交流的形式  第四节 医学信息交流与社会进步第六章 医学图像信息技术  第一节 
医学图像成像技术  第二节 图像处理与分析技术  第三节 医学图像存储与传输系统第七章 医学信息系
统  第一节 信息系统概述  第二节 医院信息系统  第三节 医学研究信息系统  第四节 医药企业信息系统  
第五节 公共卫生信息系统  第六节 其他医学信息系统第八章 医学决策支持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医学决
策支持系统的相关技术  第三节 医学决策支持系统的建立与应用  第四节 医学决策支持系统实例介绍第
九章 医学知识管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医学知识管理的职能与意义  第三节 隐性医学知识的共享  第
四节 医学知识管理的实现中英文名词对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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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信息社会发展的三大要素包括物质、能量和信息。
物质、能量、信息这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英国著名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曾经对此有过论述：“信息就是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
”　　1.信息与物质、能量的差异信息与物质之间的区别在于：信息是物质的属性而不是物质本身。
信息可以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同时又不影响物质的存在与运动，它所表现的主要是物质运动的状态
与方式，是物质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解释这个现象。
比如在心电检查过程中，被检查者心脏运动状态及其状态的改变可以通过心电图记录下来，医生可以
从心电图的波动曲线变化情况分析判断被检查者的心脏健康状况。
此时，记录下来的仅仅是能够反映心脏功能状态的信息，而不是心脏实体。
　　信息与能量之间的区别在于：信息是物质的运动状态或方式，而能量则是物质做功的动力。
能量的转换遵循守恒定律，而信息的转换则不然。
信息是可以共享的，这是信息所具有的显著特征之一，而能量则不能共享。
能量的重要作用是为人类提供动力，而信息则为人类提供知识与智慧。
　　2.信息与物质、能量之间的联系从哲学的观点来考察，信息与能量统一于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
。
首先，物质是信息的源泉。
任何物质的运动过程同时也是信息运动的过程，而任何信息运动的过程都离不开物质的运动过程，即
信息不能脱离物质而单独存在。
其次，信息与能量密不可分。
信息的获取和传递离不开能量，能量的转换也离不开信息。
最后，信息与物质、能量可以相互转化。
信息虽然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但在一定条件下，信息可以转化成物质和能量。
 二、信息类型的划分 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分类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常用的思维方法。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由于信息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信息存在和信息内涵的广泛性，决定了信息类型的
多样性。
人们常常根据研究的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对信息进行类型的划分，并由此引发出不同类型信息所具有的
特征。
信息划分的标准及类型如下：　　（一）按照信息的发生领域划分　　可将信息划分为：物理信息、
生物信息和社会信息。
物理信息是指无生命世界的信息，如：天气变化、地壳运动、天体演化⋯⋯；生物信息是指自然界中
由活质构成并具有生长、发育、繁殖等能力的物体——生命世界（动物、植物、微生物）的信息；社
会信息是指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信息，包括一切对人类社会运动变化状态的描述。
　　（二）按照信息的所属学科门类划分　　可将信息划分为：哲学信息、自然科学信息和社会科学
信息。
可以这样说，有多少个知识门类或分支学科就有多少种属于该学科门类的具有该学科特点的信息。
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可以按其学科体系细分为若干分支学科。
学科的分化、综合和交叉渗透的趋势使得信息按学科进行划分似乎是无止境的。
　　（三）按照主体的认识层次划分　　可将信息划分为：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
语法信息是客观事物形式上的单纯描述，只表现事物的现象而不深人揭示事物发展变化的内涵及其意
义。
语法信息的最好称呼是数据（data），它适合于人和机器通信、解释及处理的观察和概念的表达。
语义信息是认识主体所感知或所表述的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逻辑含义，即信息的解释意义或
者由信息得出的结论。
语用信息是信息认识的最高层次，是指认识主体所感知或所表述的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相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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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目的所具有的效用。
　　此外，还可以按照信息的存在形式、运动状态、符号种类、记录形态、流通方式、有用性、物质
属性、功能、传递范围和发布渠道等划分信息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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