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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列举国内外医学信息学代表教材，参考国际医学信息学会的建议，针对国内非医学信息学专业医
学生医学信息学教材存在的问题，提出整合先进的医学信息学内容，阐明教材编写原则及形式，以期加强

非医学信息学专业医学生的医学信息学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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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学信息学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Ｍ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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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医疗决策、医学科

研、医学教学、临床实践和管理的一门交叉学科。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代涛教授将其定义

归纳为 “通过计算机及相关信息技术来处理诸如生

物医学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存储、组织、检索和优

化利用等一系列医学信息管理任务，以此来辅助医

学领域的科研与实践，提高解决问题和制定决策的

准确性、及时性和可靠性”［１］。

ＭＩ教育可分为专业教育和非专业教育。专业教
育针对卫生信息管理、医学情报等专业开展，非专

业教育针对临床、基础、药学、口腔、预防、影

像、护理等医学相关专业开展［２］。我国 ＭＩ专业使
用的教材基本涵盖ＭＩ所包含的内容，而非ＭＩ专业
使用的教材多局限于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方面，远

远不能满足当今信息化时代对医务工作者临床实践

能力的需求。而教材的优劣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

选编高质量的教材是提高教育水平的关键。因此，

本文着重探讨非ＭＩ专业ＭＩ教材内容体系的构建。

·８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６年第３７卷第３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６，Ｖｏｌ．３７，Ｎｏ．３



２　国外代表性教材

２１　 《生物医学信息学》（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该教材由美国医学信息学学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

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ＭＩＡ）主席 ＥｄｗａｒｄＨ．

Ｓｈｏｒｔｌｉｆｆｅ主编，是欧美广泛使用的教材，在全世界

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共分为３个部分。第１部分
是 “生物医学信息学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包含集

成信息管理、生物医学数据的获取存储和使用、生

物医学决策、医学认知科学、临床实践指南、健康

信息系统、国际疾病分类及临床修正、生物医学中

的自然语言和文本处理、伦理学与健康信息学等内

容。第２部分为 “生物医学信息学应用”，包含电

子健康记录系统、医疗保健信息系统、健康信息基

础设施、患者护理和监护系统、放射影像系统、信

息检索与数字图书馆、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等内容。

第３部分为 “未来的生物医学信息学”，包含医疗

保健财政与信息技术、计算机在未来生物医学中的

应用等内容［３］。

２２　 《医学信息学》（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该教材由国际医学信息学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ＭＩＡ）主席ＪＨｖａｎ
Ｂｅｍｍｅｌ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ＭＡＭｕｓｅｎ主编。

内容涵盖甚广，包括医学信息学基本理论、数据存

储分析和处理、数据知识传输和交换、各种传输格

式标准和编码术语库、远程医疗与互联网技术、知

识交换和共享、临床技术支持、系统规划设计 （参

考原型介绍）、各种医学信息系统 （如医院管理系

统、临床信息系统、放射学信息系统、重症监护系

统、护理信息系统）等内容［４］。

由此可见，国外非 ＭＩ医学生使用的教材多以

医学信息学为主线，尤其注重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

力，而其中医学信息检索与利用只占很少部分。

３　国内代表性教材

我国非ＭＩ专业使用的ＭＩ教材绝大多数为医学

信息检索与利用方面的教材。例如，第二军医大学

医学生使用曹洪欣主编的 《医学信息检索与利

用》［５］，吉林大学医学生使用方平主编的 《医学文

献信息检索》［６］，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生使用罗爱静

主编的 《医学文献信息检索》［７］。此外，国内出版

的书名包含 “医学信息学”的共有１０余种，大多

是近１０年出版的。调查发现这些教材多针对 ＭＩ专
业学生，以下选取８本代表性教材，基本信息，见
表１［８－１５］。

表１　国内医学信息学代表教材

教材名称 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医学信息学》 王伟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简明医学信息学教程》 崔雷，

尚彤，景霞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医学信息学》 丁宝芬 东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医学信息学概论》 董建成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０
《医学信息学》 高岚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简明医学信息学》 刘加林，

石应康

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医学信息学》 常兴哲 郑州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医学信息学》 李科，

颜红梅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４　非医学信息学专业教材建设

４１　国际医学信息学会对生物医学和卫生信息学
教育的建议

　　非ＭＩ专业 ＭＩ教材编写应整合一些先进的 ＭＩ

内容。国际医学信息学会于 ２０１０年发布了最新的
“关于开展生物医学与健康信息学教育的建

议”［１６－１７］，针对非ＭＩ专业开展ＭＩ教育推荐的有关

内容，见表２。其中均为ＭＩ的核心知识与技能，且
我国还没有开展。共分为３大类２８小项，国内未开
展的内容主要涉及 ＭＩ基本内容、医疗卫生领域的
应用信息系统、医学编码系统、全面医学数据处

理、有关信息的伦理、安全管理等内容，可以作为

参考加入到目前非专业的 ＭＩ教材中，特别是推荐
等级为‘＋＋’而目前我国尚未开设的，例如ＭＩ领域

的信息处理系统需求以及信息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

的益处与局限、信息处理工具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践

及决策支持应用中的作用与效率等。还有一些与医

疗机构从业人员临床实践紧密相关的，例如临床路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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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疾病诊断相关分类 （ＤＲＧｓ）等知识。

表２　ＩＭＩＡ针对非ＭＩ专业ＭＩ教育推荐内容

序号 知识和技能 推荐程度

１ ＭＩ作为一门学科和专业的发展与变革 ＋
２ ＭＩ领域的信息处理系统需求以及信息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益处与局限 ＋＋
３ 信息处理工具在医疗卫生领域实践及决策支持应用中的作用与效率 ＋＋
４ 医疗卫生信息系统的特点、功能及案例 （如临床信息系统、初级护理信息系统等） ＋
５ 医疗卫生信息系统的管理 （卫生保健信息的管理，战略与策略信息管理，ＩＴ服务管理，法律与监管等）

面向患者及公众的信息系统的特点、功能及案例 （如面向患者的信息系统结构、健康档案、增强传感器信息系统）

＋

６ 区域网络及共享服务的方式和方法 （如电子健康、远程医疗系统、机构内部的信息交换等）

有关文献档案及健康数据管理包括医疗健康编码系统应用能力的原则，医疗健康编码系统的构建

＋

７ 健康档案架构、设计和分析原则，含数据质量概念、小数据集，电子病历／电子健康档案构建以及基本应用 ＋
８ 社会组织和技术问题，包括工作流／处理模型和重组 ＋
９ 基于主次要数据源的数据表达和数据分析的原则，数据挖掘原理，数据仓库，知识管理生物医学模型与仿真伦理及安全

问题，包括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者、管理者、医学信息学从业者的责任，患者信息秘密、隐私以及安全

＋

１０ ＭＩ的术语、专业词汇、本体及分类法等 ＋

４２　编写原则

ＭＩ教材必将以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为核心，根
据ＭＩ的发展和需要对教材内容进行必要、及时的优
化，凸显理论与实践的协同性。建立以教材内容为中

心的编写团队，编写人员首先应具备ＭＩ专业知识和
医学教育能力，对ＭＩ专业有总体的掌握，同时对生
物医学、计算机、信息管理、电子病历、决策支持、

情报学等专业知识背景和技能又有专门的主攻方向或

研究方向，以便对课程内容的某一部分做专项研究。

编写人员所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应与ＭＩ课程内容相适
应［１８－２０］。教材体系结构，见图３。

表３　教材体系结构

主要内容 具体课程内容 教学方式

绪论 １信息基本知识及其在医学领域的
　重要应用
２信息伦理及信息安全

课堂讲授

医学信息

检索

１检索原理
２常用检索工具
３常用医学有关数据库

讲习比１∶１

医学信息

学

１ＭＩ基本概念及其在医疗卫生领域
　的重要应用及意义
２医疗卫生领域术语及编码系统
３医疗卫生领域信息系统及其应用
４循证医学概论
５转化医学概论

讲习比７∶５

信息评价

与利用

１课题信息收集与评价
２医学科技论文写作
３医学情报调研

讲习比７∶３

４３　教材形式

ＭＩ教学应以课堂授课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以传统纸质教材为主，电子教材为辅，引入移

动教材。信息基本知识、信息伦理、信息安全、ＭＩ
基本概念以及基本原理方面的内容以课堂讲授的方

式进行，以纸质教材为主。目前部分医科院校已建

立专门的ＭＩ教学网站，作为医学生在课外学习 ＭＩ
知识的一个延伸平台。对于医学信息检索、ＭＩ概论
以及医学信息评价与利用等方面的 ＭＩ专业课程内
容，不但需要医学生掌握理论知识还需要进行实际

操作，电子教材有利于教学实践。伴随着通讯手段

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移动设备逐渐进入医疗机

构，ＭＩ教材建设势必与时代发展同步。移动教材是
电子教材的延伸，其便于携带的特点，有助于医学

生随时随地学习，不必端坐在电脑前或课堂里才能

完成学习任务［２１］。

５　结语

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发展，医科院校的课堂教

学形式不仅仅局限于传统讲授，还应包括对学习兴

趣、方法的引导和启发。高校教师不再是单一的将

知识教给学生，更加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力。ＭＩ教材建设要紧紧围绕这
一理念，在讲授传统 ＭＩ知识的同时，重点培养医
学生临床实践的能力和探索 ＭＩ知识的乐趣，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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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各项临床实践技能，以适应信息化背景下

医学临床以及相关岗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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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１０　丁宝芬．医学信息学 ［Ｍ］．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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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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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１３，（５）：４２－４６．

１９　王伟．我国医学信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Ｊ］．医学信息学杂志，２００９，３０（１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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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１　陈锐．转化医学及转化医学信息学的兴起和发展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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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８３页）

６３　展望

ＲＳＳ技术是继 ＢＯＬＧ之后又一个 Ｗｅｂ２０技术
在网络系统中成功的应用，它为信息的迅速传播搭

建了一个新的技术平台。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医

学信息网站提供个性化的ＲＳＳＦｅｅｄ供用户订阅。对
于医院图书馆而言，应用什么样的软件系统、拥有

多少个医学数据库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透彻地

了解读者的需求和行为方式，以及当今技术所能提

供的各种可能，利用ＲＳＳ技术所提供的个性化信息
推送手段，把医院图书馆的医学信息服务职能和效

用发挥到极致，这应当是目前医院图书馆走出困境

的一条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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