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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其第1版、第2版分别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全书共分为三篇，第一篇为医学篇，介绍了医学的发展史、医学模式、医学目的、卫生组织机构
以及医学教育的标准与改革；第二篇为医生与病人篇，介绍了医生角色、病人角色、医疗中的人际关
系等内容；第三篇为临床篇，介绍了疾病病因、症状、诊断治疗、康复、预防等知识。
　　本教材在内容的编写上尽量做到使基础医学知识与l临床课程整合，同时增加了人文教育的内容和
医学发展史，加强学生对疾病过程的理解，使医学生尽早接触临床实际，培养以病人为中心的职业道
德精神，逐渐适应向医生角色的转变。
　　本书可作为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基础、预防、口腔、影像、护理、检验等医学专业的教科书，也
可供医务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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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医学的起源与发展本章要点本章按照世界文明史的几个基本历史阶段来简述医学的起源与发展
。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不仅要对西医及中医的发展及基本规律有初步的了解，也要对人类文明史中曾
存在过但现已消亡的一些医学体系有所了解。
树立学习医学的专业思想。
医学生，从他步入神圣的医学殿堂的第一天起，就意味着要为维持人类的健康和医学事业的发展奋斗
终生。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医生的工作关系到人的生命，涉及千家万户的悲欢离合。
“人命致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
我们要献身的医学，走过了几千年既充满矛盾又有智慧，既艰难曲折又有飞跃，既有抱残守缺又有大
胆创新的斗争历程。
在这个历程中，有成千上万的医学先驱为伟大的人类医学献出了毕生时光乃至生命。
先人的榜样告诉我们，科学的道路艰难曲折，遍布险阻。
我们今天看到的医学成就，不知凝聚了多少科学家的汗水，隐藏着多少失败的痛苦和不眠之夜。
因此，通过医学史的学习，使学生树立献身科学，追求真理的信念，了解医学发展规律，汲取前人的
经验教训，拓宽自身的知识面和科研思路，为医学多作贡献。
从这一点讲，医学史是医学生必修的第一课。
人类文明史总是要分为几个历史阶段的，但历史学家提供的历史阶段的划分并不能代表全球所有地区
的文明发展史，而一些重要的文明阶段的年代划分也有交叉之处，但总算为世界文明史给出了一个基
本框架。
本章按照世界文明史的几个基本阶段来简述医学的起源与发展，并尝试将中国医学的发展也纳人世界
文明史的框架内。
第一节　史前医学自人类起源到有文字记载并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的城市文明出现的阶段称为史前文
明，持续时间从约400万～600万年前至公元前约3500年。
史前文明中的医学称为史前医学或原始医学。
人类的疾病与人类的历史是一样久远的，当400万－600万年前类人猿于南部非洲的稀树草原中迈出了
进化为现代人的第一步时，类人猿所患的疾病就转变为人类所患的疾病。
虽然不能明确指出具体的年代，但当具有一定意识及思想的人开始主动地采取一些方法减轻或解除自
身的痛苦时，史前的原始医学既已产生。
史前的人类对自然界及人类自身并无明确的认识，当他们看到其伙伴遭受疾病的折磨，辗转不安，痛
不欲生，并渐渐离开他们时，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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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临床医学导论》共49万字，分三篇介绍了临床医学导论的主要内容。
第一篇医学篇：介绍医学的起源与发展；医学专门分科；医学模式转变；卫生改革；医学教育改革。
第二篇医生篇：认识医生的使命、医生的素质、医生的培养包括医生的道德培养、法制培养与专业培
养；医疗中的人际关系。
第三篇以诊断学中症状学扩展成系统症状学，并简介疾病诊断、诊断思维、疾病治疗、疾病康复、疾
病预防等内容，为学生早期实践提供工具。
导论借鉴了国内外医学教育的先进经验，依据最新的医学教材，立论正确，体例严谨，结构新颖。
系统疾病症状学，增加了问诊要点，层次分明，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学生学习知识同时初步学习
为病人服务的本领，在早期临床实践中树立一切为病人，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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