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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适应我国高等医学教育“十一五”发展规划的需要，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和卫生部教材办
公室组织编写培养研究生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
于2006年工2月11－13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召开全国高等学校医学研究生卫生部规划教材主编人会议
，明确了编写研究生教材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即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医学高层次创新性人才。
本教材的编写体现了创新性、循证医学理念，代表学科前沿的专业基础或专业知识，使研究生掌握坚
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并且了解该学科发展前沿的基础。
本书介绍了精神疾病研究的新方法、新技术及新成果；并以常见精神疾病及临床问题为基础，讨论有
关诊断和治疗要点的发展轨迹、存在问题、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为研究生选择和开展研究课题提供背景知识；为临床疾病的科学处理提供较为可靠的依据；为培养高
水平的临床医学高级专门人才提供教材。
本教材与五年制、七年制、八年制教材的不同之处为通过介绍精神疾病主要诊治要点的发展轨迹，在
本科教材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精神疾病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了解本专业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
关联，培养研究生开展研究的科学思维方法和.临床实践的科学思维能力，是精神病学专业研究生迈人
科学研究大门的启蒙教材。
另外，培养创新的思维能力，介绍有关热点中重要问题的争议、已有的不一致观点和研究证据，以致
有助于从中发现研究课题。
首先，感谢各位编者在百忙之中参加撰写。
其次，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领导给予的支持、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
神卫生中心博士生导师张明园教授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博士生导师徐韬园教授对全书进行了认真
的审阅，提出了宝贵意见。
最后，感谢彭代辉、刘晓华、张怀惠博士及武春艳、苏晖医师等协助主编承担本书索引及部分编辑工
作。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疏漏之处，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提出宝贵意见，以不断提高本书的质量
。
江开达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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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神病学》通过介绍精神疾病主要诊治要点的发展轨迹，在本科教材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对精
神疾病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了解本专业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关联，培养研究生开展研究的科学思维
方法，培养临床实践的科学思维能力，是精神病学专业研究生迈入科学研究大门的启蒙教材。
培养创新的思维能力，介绍有关重要问题的争议、已有的不一致观点和研究证据，有助于研究生从中
发现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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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偏倚二、观察偏倚三、计算偏倚四、混杂偏倚第三节 精神科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一、特点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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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基因组及其基因二、分子遗传分析简介第三节 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后基因组计划一、人类基因组
计划的历史背景二、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主要成果和意义三、后基因组计划第四节 精神疾病分子遗传学
研究历史和现状一、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研究二、双相情感障碍的分子遗传学研究三、孤独症的遗传
学研究第五节 问题与展望第七章 神经影像学技术在精神疾病研究中的应用第一节 概述一、结构影像
学技术二、功能影像学技术第二节 精神科影像学研究一、精神疾病的影像学研究二、精神药理学的影
像学研究第三节 影像学研究的局限性与发展前景一、精神科影像研究的局限性二、精神科影像研究的
发展前景第八章 电生理技术在精神疾病研究中的应用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诱发电位原理及应用一、诱
发电位概述二、诱发电位分类三、诱发电位与脑电图的异同四、诱发电位的分析内容第三节 事件相关
电位及其临床应用一、事件相关电位的心理学基础二、心理学事件与脑电信号的相关性三、事件相关
电位方法与原理四、事件相关电位的临床应用第四节 多导睡眠图一、睡眠的时相二、多导睡眠图的临
床应用第五节 平稳眼跟踪运动在精神分裂症的应用一、平稳眼跟踪运动研究方法二、精神分裂症平稳
眼跟踪运动改变的机制假说三、眼跟踪研究的技术进展及其优势四、眼球运动与神经心理测试的关系
第六节 经颅磁刺激治疗技术在精神科的应用一、重复经颅磁刺激的生物学效应二、重复经颅磁刺激安
全性评价三、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参数四、重复经颅磁刺激的临床应用第九章 神经生化及神经免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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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一、精神障碍的神经递质方面研究二、精神障碍的神经内分泌研究三、免疫系统对中枢神经
系统及内分泌系统的影响第三节 局限性和发展方向第十章 模式动物学在精神疾病研究中的应用第一
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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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中世纪的精神病学中世纪是指欧洲封建社会从开始到衰亡这一整个时期，开始于西罗马帝
国的灭亡（公元476）一直到17世纪资产阶级的兴起。
中世纪的欧洲进入了宗教和封建统治的时代，宗教神权是真正的统治者，在整个文化领域中，神学、
迷信、巫术和占星术等反科学势力占压倒性优势，医学几乎完全由教会及巫师所把持，特别是中世纪
后期，精神病患者遭受到残酷的迫害，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躯体疾病可能是自然因素引起的，而灵
魂疾病则必然是罪恶和魔鬼附身所致，无数精神病患者被认为是“魔鬼附身”而受到严刑拷打，甚至
被活活烧死。
医师用祈祷和符咒治疗精神病是很常见的事。
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医学家提出了较为科学客观的观点，促进了精神病学的发展。
公元6世纪时西方有三位医学代表人物。
AetiusAmidenuS（527-565）把想象、理智和记忆分别定位于大脑的前部、中部和后部，这是对精神功
能进行大脑定位较早的尝试.他修改了Hippocrates关于癔症的病理学观点，而认为是一种脑的疾病。
Alexanderoftralles（525－604）提出人的感受能力位于脑的前部，他很重视躯体症状在诊断中的意义，
并将某些体型特点与一定的精神疾病联系起来，例如瘦长的、深色头发的人易患忧郁症。
PaulusAeginae（625-690）认识到很多精神病态可以是脑病的结果，也可以是身体其他器官患病所致，
他强调精神病应该早期治疗。
公元8世纪时，阿拉伯人建立了地跨亚欧非三洲的大帝国，出现了灿烂的“阿拉伯文化”，作为医学
之一的精神病学此时也有较大发展，正式为精神病患者建立医院。
Rhazes（860－930）是阿拉伯医学的卓越代表，他创建了应用矿物药的方法，还建议用下棋治疗忧郁
症患者。
与Rhazes同时的还有他记载了九类30多种精神疾病，其中包括类似强迫状态、偏执状态、焦虑性抑郁
状态以及发生在更年期的精神病。
阿拉伯哲学家和医学家IbnSinaAvicenna（拉丁文人名，980－1037）是世界医学史上的卓越人物之一，
主要著作是《医经》（CannonofMedicine），他认为忧郁症并非魔鬼附身所致，而用胆汁、气、血等
的异常来解释精神病。
他描述了各种形式的精神病，尤其对发热谵妄的描述更为详细。
由于受中国医学的影响，Avicenna对脉搏也很有研究，他曾经观察脉搏的变化，诊断出一例心因性反
应的病例。
他还描述过一种性的病态：男人在生活习惯和气质等方面都逐渐变得和女人一样。
他重视心理治疗，并认为某些躯体疾病能治好精神病，例如疟疾可以治愈癫痫，此为发热疗法最早的
尝试。
TheophrastusParacelsus（1493－1541）是这一时期反对鬼神观点的先锋，他用临床事实论证舞蹈症不是
鬼神附体，而是自然因素所致。
他写过一本精神疾病的专著，强调精神因素可以致病，并对许多精神病均有所论述。
JohannWeyer（1515－1588）是一位卓越的临床精神病学家，他极力反对神鬼和巫术，力图使精神病学
摆脱神学和巫术的桎梏。
他对巫术进行了仔细考察，发现当时被强迫承认自己是“女巫”而备受折磨的人实际上都是精神病患
者。
他引用《圣经》指出，僧侣折磨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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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神病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精神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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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