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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口腔颌面部疾病误诊学》为“临床疾病误诊学丛书”之一，是一部介绍口腔颌面部疾病误诊学
的专业著作。
《口腔颌面部疾病误诊学》共分4篇17章，按总论及口腔颌面外科疾病、口腔内科学疾病、口腔修复学
与正畸学疾病误诊病案分别展开论述，不仅从不同角度介绍了口腔颌面部疾病的特点与诊治要点，而
且结合翔实的病例资料探讨了误诊、误治容易发生的原因及防范措施。
此外，本书还对口腔临床思维的程序、诊断方式等进行了详述，有助于读者形成良好的临床思维方法
，降低临床误诊率。
该书内容紧密结合我国口腔颌面部疾病诊治的现状及趋势，编写的重点在口腔颌面部疾病的误诊学知
识，注重内容的系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本书所提供的内容准确、规范，可供各级口腔医师及相关专业医师参考，同时也可作为口腔医学生的
课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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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承担国家、军队科研课题3项；主编专著2部、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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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唇腭裂序列治疗、头颈部肿瘤综合治疗、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复杂埋伏阻生牙及多生牙拔除等
。
 学术成就：主编和副主编医学专著3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3项。
参与全军“九五”、“十五”指令性课题《颌面部战创伤救治研究》、济南军区后勤科研课题《颌面
部战创伤计算机模型建立与有限元分析》的研究。
 赵文峰，男，北京军区总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
 学术任职：全军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委，全军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军区口腔医学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军区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北京口腔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医学装备协会专
家数据库专家，北京市保健专家库专家。
第二军医大学北京临床医学院教授。
 专业特长：从事口腔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近30年，在错合畸形的诊治、齿槽外科、种植牙、牙体修
复等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学术成就：主编《五官科护理学》专著1部；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及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各1项；发
表统计源期刊论著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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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一节 误诊的概念与评价 一、概念的形成与提出 误诊现象在临床上存在已久，可以说有了
临床诊断开始就有了误诊，那么，究竟什么是误诊呢？
现在认为，所谓误诊，就是在临床工作中对疾病作出错误诊断或未能全面诊断的现象。
一般而言，指患者就诊后具备了可能正确诊断的客观条件而未能正确诊断。
误诊学则是研究临床工作中错误诊断发生规律及其防范措施的一门学科，它是从诊断学的另一角度，
分析、研究在临床工作中发生误诊的各种可能的内在、外在原因。
 误诊，其字面含义是错误或延误的诊断。
其中包含着表面误诊和实质误诊两种概念。
①表面误诊：从表面看，只要病历上书写的诊断与实际病情不符，就是误诊。
以此作为判断标准，简明而直观，容易为非医学界人士所接受，而在医院的病例讨论以及为数众多的
误诊案例分析文献中，也常以这种标准来判断误诊，因此是相对广义的误诊概念。
这种误诊概念反映了误诊的某种外在表现形式，故称为表面误诊。
②实质误诊：多数研究误诊的专家们则给误诊以更严格的限定。
例如，陶正德提出：误诊是指在当时所具有的全部客观资料的基础上应能确定为某一疾病，但却被确
定为另一疾病的那种情况，以及虽然由于当时客观资料不全，不能确定为该疾病，但又不注意积极收
集客观资料，或进行必要的会诊和转诊或密切的随访，以致造成了延误。
斯可哉提出：误诊是医生在规定的环境中诊病时，对病情作出错误的判断，而施以无效或错误的治疗
，导致病情延误或恶化，造成不良后果者（失去救治时机致残或死亡）。
刘振华等提出：误诊是指患者在就诊时，所具有的全部客观资料已能够确诊为某一疾病，或者由于当
时的客观资料不全，暂时无法确诊为该病，而接诊者未积极收集、全面分析各项资料并进行必要的会
诊观察随访，就盲目诊断并投以无效治疗，致使病情延误的现象。
这就是说，虽然病历上写的诊断与实际病情不符，但医生确诊的努力仍在继续，或者未造成病情延误
的，不算误诊。
这种误诊概念反映了误诊的某种实质内容，所以称为实质误诊，这是相对狭义的误诊概念。
两种误诊概念之间存在的显著差别，是由于人类认识过程与现有医学模式的矛盾而产生的。
 对于口腔医学而言，该区域解剖结构复杂，所包含的疾病种类涉及多个二级学科，有口腔颌面外科、
牙体牙髓病、牙周病、口腔黏膜病、口腔修复、口腔正畸等，而且口腔疾病与全身疾病密切相关，也
有很多身体其他疾病是以口腔症状为首发症状，如白血病可能首发症状即为牙龈出血，神经系统疾病
也可表现为牙齿或面部不适；再比如，牙痛是口腔科医生最常遇到的主诉但是其原因千差万别，目前
口腔医学领域的误诊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二、误诊的判断 临床上由于误诊是伴随着诊断过程发生的，如何判断是否存在误诊则是误诊研究的
重点，但是由于误诊的成因复杂，表现多样，其判断也需要有相对标准，根据误诊的概念，判断误诊
应该从以下两点考虑。
 （一）误诊发生的时间特点 1．误诊在患者就诊，诊断过程完成以后发生 误诊一定是也必须是经过医
生的诊断过程之后做出的错误结论。
也就是说，患者在受到致病因素作用之后，已经感觉到不适和有了某种疾病的症状，而求助于医生，
并经过医生的询问、体格检查和一系列必要的辅助检查后，即诊断过程已经结束，医生对病人所患疾
病得出的结论与疾病的本质不一致，这才为误诊。
换言之，如果患者已经发生了疾病，甚至疾病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但是自身却未察觉明显
的不适，或者因为某种原因未能就诊，而致病情拖延，失去了有效的治疗时机，甚至造成某些不良后
果，这种因病人延迟就医造成的延误诊断不应看做是误诊，在作医疗质量的评价或误诊率的统计时，
也应将这种情况摒除。
 误诊的发生伴随着患者的就医过程，无论患者求医就诊时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体征是否典型，哪怕只
是疾病极早期的表现，但是经过了医生的诊断，只是由于医生主观方面或者辅助检查方面等种种原因
，所考虑的诊断与疾病的本质不一致，所用的治疗方法有误病情，均应视为误诊。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口腔颌面部疾病误诊学/临床疾�>>

另外，在评价是否误诊时，不能强调医院和接诊医生的级别如何，凡是经过医生诊断的，无论医生级
别是高是低，医院是大是小，设备条件是优是劣，只要发生了误诊，都应作为误诊统计。
因为同等级别的医院、同等职称的医生，其相互间的诊断水平及误诊率本身就是有差别的。
总而言之，诊断过程已结束，诊断与疾病的本质不符即为误诊。
 2．误诊发生的时限性 所谓时限性，就是指患者就诊后多长时间后做出的错误诊断算误诊，也就是说
判断误诊时要强调时间性。
然而对误诊与否的判定，既要强调时间性，又不能完全以时间作为唯一的标准。
强调时间性，是因为疾病本身的发生发展有着明显的时间性。
有些疾病来势凶猛，病情急迫，需要医生迅速、准确、果断地做出决定，给予有效的救治，甚至是分
秒必争的抢救。
对这种病人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延误，都会引出截然相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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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口腔颌面部疾病误诊学》由工作在临床、数学及科研第一线的专家教授和中青年技术骨干编写，在
编写过程中立足临床实践，结合自身经验并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内容准确、规范，通俗易懂，
力求体现此书编写的实用性。
《口腔颌面部疾病误诊学》可供各级口腔医师及相关专业医师参考，同时也可作为口腔医学生的课外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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