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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计算机基础课程是医药院校学生获取信息技术知识和培养信息素养的主要课程，也是学生在信息
时代中创新思考和创新质疑能力、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培养的重要环
节。
高等医药院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培养造就信息社会中的合格医药
卫生人才。
按照教育部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2009年8月颁布的《高等学校计算机基础教学发展
战略研究报告暨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结合医药院校计算机基础教学工作开展的具体条件
，我们按照简化课程门类、丰富课程内容、强化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思路，对高等医药院校计算机基
础教学内容体系及多维度开展教学活动方法做了一些探索，期望能够通过以下教学环节有序地开展教
学活动。
　　激发兴趣：通过介绍计算机发展历史、对医药领域的影响及相互关系，激发学生将学习计算机知
识和技能与自己的专业方向联系起来，以鼓励学生的创新意识。
　　坚实基础：通过介绍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基础知识，强化学生对计算机科学的认知能力，以方便
学生进一步理解计算机的相关技术。
　　强化技能：通过介绍Office办公软件的使用，使学生具备较强的文档处理能力与基本的数据分析能
力；通过介绍网络技术与相关的网络医学资源及管理软件，使学生具备较强的信息获取能力与信息管
理能力。
　　引导思维：通过介绍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与中医药信息处理的相关内容，使学生能够有意识地跟踪
计算机技术发展对医学发展的影响，并在以后的学习与工作中能够提出基于医疗卫生领域，特别是自
己专业方向的数字化项目构架、设计等打下基础。
　　本书就是基于以上教学思路而设计的。
全书可以较好地解决高等医药院校计算机基础教学存在的如下问题。
　　课程内容时变性与多样性问题。
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与应用广度是有目共睹的，要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时刻保持掌
握与时代同步的计算机知识与操作技能。
本书适合开展立体化的教学活动，其优点是在教学内容相对稳定的条件下，让学生能够通过研究性学
习活动的开展，接受最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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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规划教材：医药信息技术基础》是面向高等医药院校开展计算机基础教
学活动设计的教材，旨在解决医疗卫生领域对从业人员信息素养及信息技能要求日益强化，而现有大
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不能满足本行业人员需求的问题。
《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规划教材：医药信息技术基础》可以使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师能够在课时不足
、对医疗卫生领域了解不足以及学生操作计算机能力差异大的情形下，能够伸缩自如地开展教学活动
。
　　《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规划教材：医药信息技术基础》立足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计算机技术的能
力，通过教授计算机基础知识与操作技能，引导学生逐步了解计算机在医药卫生领域中的应用与发展
趋势，并将技能的训练与学生思维的启迪相结合，为学生进一步学习计算机技术在方法与内容的选择
上提供指导。
全书共9章，内容包括计算机与医药信息学、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
、Office办公软件、网络医学资源的利用与管理、医疗卫生信息系统、中医药信息处理。
　　《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规划教材：医药信息技术基础》配套的实践指导教程适合教师开展立体
化的教学活动，多角度引导读者开展学习活动。
　　《21世纪高等学校计算机规划教材：医药信息技术基础》可作为高等医药院校本科、专科学生的
计算机基础教材，也可作为医药卫生领域科技人员开展信息技术基础培训的教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药信息技术基础>>

书籍目录

第1章 计算机与医药信息学引言内容结构图学习目标1.1 计算机概述1.1.1 计算机的起源1.1.2 计算机的发
展过程1.1.3 计算机的分类1.1.4 计算机科学的发展趋势1.1.5 计算机在医药学中的应用1.2 医药信息与医
药信息学1.2.1 医药信息及其分类1.2.2 计算机与医药信息的获取1.2.3 计算机与医药信息的处理1.2.4 计算
机与医药信息的分析1.2.5 计算机与医药信息的利用1.2.6 医药信息学1.3 循证医学与医药信息技术1.3.1 
循证医学的概念1.3.2 医药信息技术对循证医学实践的影响1.3.3 循证医学对中医数字化发展的启示1.4 
医药信息素养1.4.1 医药信息素养的内涵1.4.2 医药信息技能培养的内容与方式小结习题本章参考文献
第2章 计算机硬件引言内容结构图学习目标2.1 计算机中数据的表示及编码2.1.1 进位计数制的基本概
念2.1.2 各进制数的相互转换2.1.3 二进制数基本算术运算与逻辑运算2.1.4 数据单位及编码2.2 计算机的
工作原理和硬件系统组成2.2.1 计算机的工作原理2.2.2 计算机的硬件结构2.3 微型计算机2.3.1 微型计算
机的分类2.3.2 微型计算机的硬件2.3.3 微型计算机系统的主要性能指标小结习题本章参考文献第3章 计
算机软件引言内容结构图学习目标3.1 计算机软件的分类3.1.1 系统软件3.1.2 应用软件3.2 计算机语
言3.2.1 机器语言3.2.2 汇编语言3.2.3 高级语言3.3 程序设计方法3.3.1 结构化程序设计3.3.2 面向对象程序
设计3.4 软件工程概述3.4.1 软件危机3.4.2 软件工程3.4.3 软件生命周期小结习题本章参考文献第4章 操作
系统引言内容结构图学习目标4.1 概述4.1.1 操作系统的功能4.1.2 操作系统的分类4.2 操作系统的文件管
理功能4.2.1 磁盘4.2.2 文件4.2.3 文件目录4.2.4 文件的操作4.2.5 Windows XP的文件管理4.3 操作系统的设
备管理功能4.3.1 设备类型4.3.2 设备管理功能4.3.3 设备驱动程序4.3.4 设备控制块4.3.5 Windows XP的设
备管理小结习题本章参考文献第5章 计算机网络引言内容结构图学习目标5.1 计算机网络基础5.1.1 计算
机网络的产生与发展5.1.2 计算机网络的定义5.1.3 计算机网络的组成与分类5.2 Internet基础5.2.1 Internet
的起源与发展5.2.2 Internet在我国的发展5.2.3 Internet服务5.2.4 Internet地址与域名系统5.2.5 Internet的接
入方式5.3 Internet应用5.3.1 WWW5.3.2 电子邮件5.3.3 文件传输5.3.4 即时通信5.3.5 博客5.3.6 因特网上的
道德行为准则小结习题本章参考文献第6章 Office办公软件引言内容结构图学习目标6.1 Word文字处
理6.1.1 Word概述6.1.2 Word基本操作6.1.3 文档编辑6.1.4 格式化及排版6.1.5 使用表格6.1.6 图文混排6.1.7 
页面设置与打印6.1.8 综合应用举例6.2 Excel电子表格处理6.2.1 Excel概述6.2.2 Excel基本操作6.2.3 数据管
理与分析6.2.4 数据图表绘制6.2.5 页面设置与打印6.2.6 综合应用举例6.3 PowerPoint幻灯片处理6.3.1
PowerPoint概述6.3.2 PowerPoint基本操作6.3.3 编辑对象6.3.4 设计幻灯片6.3.5 演示文稿的放映6.3.6 页面
设置与打印小结习题本章参考文献第7章 网络医学资源的利用与管理引言内容结构图学习目标7.1 医药
信息检索7.1.1 搜索引擎检索7.1.2 网络数据库检索7.2 医药信息交流7.3 医药文献管理7.3.1 文献管理工具
简介7.3.2 医学文献王小结习题本章参考文献第8章 医疗卫生信息系统引言内容结构图学习目标8.1 医院
信息系统8.1.1 医院信息系统的组成8.1.2 医院信息系统的特性8.1.3 医院信息系统的体系结构8.1.4 医院信
息系统信息处理的层次8.1.5 医院信息系统的基本功能规范8.2 电子病历8.2.1 电子病历概述8.2.2 电子病
历的关键技术8.2.3 电子病历的实现和应用8.3 远程医疗8.3.1 远程医疗系统的组成与功能8.3.2 远程医疗
的核心技术8.3.3 远程医疗和电子病历的关系8.4 公共卫生信息系统8.4.1 国家公共卫生信息系统8.4.2 区
域卫生信息系统8.5 医疗卫生信息标准化8.5.1 信息标准化概念8.5.2 医疗卫生信息标准化内容8.5.3 国内
外医学信息标准小结习题本章参考文献第9章 中医药信息处理引言内容结构图学习目标9.1 中医药信息
化9.1.1 中医药电子政务系统建设9.1.2 中医药公共信息系统建设9.1.3 中医医疗服务信息系统建设9.1.4 中
医药科技和继续教育信息系统建设9.2 数字中医药9.2.1 数字中医药的含义及内容9.2.2 数字中医药的意
义9.3 四诊客观化9.3.1 四诊客观化概述9.3.2 望诊客观化9.3.3 闻诊客观化9.3.4 问诊客观化9.3.5 切诊客观
化9.4 中医电子病历9.4.1 中医电子病历概述9.4.2 中医电子病历系统的特殊性9.4.3 构建中医电子病历的
意义9.4.4 中医药信息标准化9.5 中医药文献数字化、规范化9.5.1 中医药文献数字化概述9.5.2 中医药文
献数字化及基本流程9.5.3 数字化工具软件介绍9.5.4 中医药文献规范化与主题标引9.6 中医药信息分析
与决策支持系统9.6.1 中医药信息分析新技术--数据挖掘9.6.2 中医辅助诊疗决策支持系统9.6.3 中医专家
系统9.6.4 中药信息研究9.7 常用中医药基础数据库介绍小结习题本章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药信息技术基础>>

章节摘录

　　2.计算器的发明计算机的原来意义是计算器，人类发明计算机最初的目的是帮助处理复杂的数字
运算。
而这种人工计算器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法国大思想家帕斯卡。
帕斯卡的父亲曾担任税务局长，当时的币制不是十进制，在计算上非常麻烦。
帕斯卡为了协助父亲，利用齿轮原理，发明了第一台可以执行加减运算的计算器。
后来，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加以改良，发明了可以做乘除运算的计算器。
之后，虽然在计算器的功能上有改良与精进，但是，真正的电子计算器，却等到公元1944年才制造出
来。
　　3.电子计算机的问世　　1946年2月15日，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
在美国研制成功。
它当时由1.8万个电子管组成，是一台又大又笨重的机器，重量达30多吨，占地有两三间教室一般大。
它当时的运算速度为每秒5000次加法运算。
这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
　　在以机械方式运行的计算器诞生百年之后，随着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计算机开始了真正意义上
的由机械向电子时代的过渡，电子器件逐渐演变成为计算机的主体，而机械部件则渐渐处于从属位置
。
二者地位发生转化的时候，计算机也正式开始了由量到质的转变，由此导致电子计算机正式问世。
下面就是这一过渡时期的主要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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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药信息技术基础》开启医药信息学之门，铺就自主学习之路；秉承现代计算机技术，捕捉医
药信息脉搏；坚实计算机操作技能，培养医药信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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