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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简要叙述医学信息学发展概况的基础上，探讨医学信息专业的社会需求，以国内一些高校医学
信息工程专业建设为例，阐述医学信息专业现状，分析医学院校医学信息教育存在的问题，对专门的医学

院校如何建设医学信息学科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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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学信息学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是研究生物
医学信息、数据知识的存储、检索并有效利用，以

便在卫生管理、临床控制和知识分析过程中做出决

策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是电子、计算机、通信、智

能仪器、传感检测、医学仪器、生物技术和生命科

学以及现代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２００３年教

育部将医学信息专业列入了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目

录［１］，由此开始，医学信息学飞速发展，不少医学

院校 （或综合性大学）相继开设了医学信息专业。

但由于对医学信息学的定位不同，各个学校的培养目

标也不太一致。鉴于此，本文对国内一些高校建设医

学信息工程专业的现状进行分析，根据社会需求对专

门的医学院建设医学信息学科提出了一些建议。

２　医学信息学概述

２１　主要研究领域

医学信息学是伴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生物医学领

域的应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最初的概念可追

溯到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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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ＩＦＩＰ）在１９６７年成立的与
卫生有关的技术委员会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４，
ＴＣ４），该组织经过１０年的不断发展，于１９７８年成
立了国际医学信息学学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ＭＩＡ）。ＩＭＩＡ是国际医学信息
学领域内公认的领导，也是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认可的非政府组织。目前，ＩＭＩＡ已拥有４５个以上的

国家级和相当于国家级的团体会员以及４个地区性联
合会［２］。美国国家卫生服务研究和发展中心（ＴｈｅＡ
ｇｅｎｃｙ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ＨＲＱ）在
１９６８－１９９９年提供医学信息学基金的过程可谓是全
球医学信息学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从 ３０年间
ＡＨＲＱ提供资助的１３０个医学信息研究课题看，医学
信息学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３个方面，见表１［３］。

表１　医学信息学主要研究领域

研究方向 医疗卫生信息系统 决策支持与质量保证 电子病历与医疗信息整合

具体内容 （１）医学信息系统

（２）计算机数据存储与检索系统

（３）临床实验室、医学影像和危　

　　　重病人收治及处理自动化系统

（１）计算机辅助决策支持系统

（２）以病人为中心的 ＨＩＶ管理系　

　　　统

（３）医疗服务质量保证体系

（１）医学信息标准研究

（２）电子病历、医疗数据的开放与协作

　　　及知识发现

（３）卫生系统及个人信息隐私的保密研究

２２　发展

医学信息学的研究与发展是伴随着计算机科学技

术的发展迅速崛起的。医学信息学利用计算机和信息

技术进行医学信息交换、理解和管理，其最终目的是

在合适的时机和场所为医学临床决策提供支持。同

时，医学信息学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工程性质的学

科，其研究领域涵盖了所有与医学数据和知识应用相

关的数据结构、算法及系统［４－５］。医学信息学作为一

个新的学科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

程。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早在１９７２年就开始支持医

学信息学研究生培训计划，现在不但建立了医学信

息学系、规范的学位教育，而且有了较为专门的研

究中心和公认的学术单位。欧洲的许多医学校在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初也设立了医学信息专业，荷兰鹿特

丹的Ｅｒａｓｍｕｓ大学同时有医学信息学的医学博士和

哲学博士课程。我国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有４所医

学院开设了医学图书情报专业，至今约有３０所高

校设有医学信息学方面的专业，教育部 ２００３年将

“医学信息学”正式列为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中。

３　国内部分高校医学信息教育现状

３１　四川大学 （与电子信息结合）

医学信息工程专业是一门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

学为主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新兴综合性学科，培

养生物医学信息采集、传输、处理、分析、存储及

研制新型生物医疗电子、信息仪器等方面的专业

性、实用性且具有宽广的知识面、较强的综合应用

能力的实用性人才。主干课程：电路、模拟电子技

术、数字电子技术、电磁场与电磁波、信号与系

统、数字信号处理、数据结构、操作系统、微机原

理及应用、程序设计语言、数据库技术、生理解

剖、医学信息、医学传感检测、医学仪器、医学信

号及图像、生物系统及建模、计算机网络与通信、

控制系统等。就业方向：毕业生主要面向电子信息

和医学信息类的科研院所、医药卫生单位、生物医

学电子信息企业等，从事科研、开发、应用设计制

造及设备管理等方面工作。

３２　南京大学 （与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结合）

电子学院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立足培养了解一定

生物医学工程背景知识的电子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培养的学生总体上是电子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可以

像其他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毕业生一样到电子信息类

企业就业，或到电子信息类研究生专业深造；同时

由于毕业生掌握了一定生物医学工程背景知识，毕

业后到高端医疗电子仪器研发企业、医院工程部门

就业，或到生物医学工程研究生专业继续深造，会

更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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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强调生物医电和医疗仪器）

培养具有生物医学、电子电路、信息处理、计

算机和网络等在内的多个领域的相关知识与技术能

力，应用于工程实践与科学研究，能在生物医学信

息工程、医学仪器设备以及电子信息、生物等产学

研部门从事研究、开发、教学及管理的高级生物医

学信息工程技术人才。

３４　济宁医学院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且具备医药卫生知识、

信息科学理论基础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知识及应用

能力，掌握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等

方面的知识，熟悉医疗卫生行业中各类大型应用系

统，具有一定的软件设计与开发能力，能够在国家

各级医药卫生管理部门及其相关领域的企事业单位

从事信息管理，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实施、维护

和测评，及医学信息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专

门人才。

４　医学院校医学信息教育存在的问题

４１　定位不统一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在设有医学院的综合性

大学中，对医学信息专业的定义范围比较宽广，强

调医院的信息化、智能医疗仪器和生物医学信号处

理，如四川大学等；专门的工科院校一般是结合生

物医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等专业来开办医学信

息专业，主要定位医院信息科和医疗仪器公司等；

专门的医学院学科比较单一，对医学信息专业的定

位也比较狭窄，主要是面向医院的信息科来对人才

进行培养。所以各类院校对医学信息的定位并不统

一，尤其是专门性质的医学院，对医学信息的定义

比较狭窄，甚至完全没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医学院

的医学信息工程系是从基础医学院中分离出来的，

在独立出来之前是基础医学院中的信息技术教研

室。独立办学之后仍然按照计算机专业的办学方式

来教学，如遵义医学院的医学信息工程系，到目前

还是按照计算机类来进行办学。

４２　设立交叉学科或工科专业难度较大

我国的医学院经历过一次合并大潮，在 ２０００

年左右，规模稍大、较出名的医科大学都和综合性

院校进行了合并，如西安医科大学合并到西安交通

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则合并到了四川大学。目前还

有许多综合性大学都在与医院联合开设新的医学

院，如西南交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和贵州大学

等。而规模较小的、专门的医学院发展遇到了不少

障碍。这些以医学教育为主的医学院不可能去开设

自己的工科专业，因此要设立一些交叉学科或工科

专业就比较难。如遵义医学院目前就已经增设了医

学信息工程系，开设了物联网这类工科专业。从目

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该专业还没有结合医学院的特

色而进行有选择性的发展，对这类新兴学科来说这

是很不利的。毕竟专门的医学院学科群并不完备，

学科知名度也仅限于行业内，如果向通用性发展，

对学生的就业和学校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利的。遵义

医学院还开设了信息科学与计算的本科专业，该专

业的培养方向和定位就是医院信息系统开发与维

护。但几年的实践证明医院信息科更愿意接受综合

大学的毕业生，甚至是纯理工院校计算机专业的毕

业生。因此专门的医学院不仅开设医学信息专业的

难度较大，而且学生就业也容易遭遇瓶颈。

５　建议

对医学院校开设医学信息专业提出以下建议：

（１）尽量拓宽专业学科涉及面，不要仅仅只是面向

医院信息科来培养人才，如增设生物医学工程这些

工科与医学的交叉学科，使得这些专业能够相互交

叉。（２）多购买仪器设备，尽量多开展与医学相关

的交叉学科科研方向，以教学培养科研、以科研来

促进教学等，多资助生物医电和生物医学信号处

理、大数据医学等科研方向。在科研方面专门的医

学院校尽量要立足于自己的本行，以医学类学科为

根本，向工科、理科等方向拓展自己的科研和业务

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如遵义医学院就以医学

（下转第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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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效果调整教育计划。

５５　跟踪培训评价

医学信息教育有着很强的目的性，对时效性要求

也较高，因此简单地将 ＭＯＯＣ应用于医学信息培训
未必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医务工作者可能不具备自主

安排学习时间的条件，用于接受培训教育的时间也相

对有限，培训过程难以追踪，教学效果得不到保证。

可以强化对课程讨论参与度的追踪考评，有意识地跟

踪ＭＯＯＣ培训的进度，对存在的问题定期 “会诊”，

适时总结分析，即教学过程在线上，教学评价在线

下，线上完成网络学习，线下跟踪培训评价，使

ＭＯＯＣ培训效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与发展［８］。

６　结语

ＭＯＯＣ打破时空限制，给医学信息培训教育带
来了新的发展机会，由于ＭＯＯＣ能实现资源的开放
获取、提供广泛参与空间并降低学习成本，促进教

育公平，创新教育模式，推动教育变革，因此已经

成为具有广泛应用前景的继续教育形式。大连市医

学信息培训应充分利用ＭＯＯＣ平台，引导社会力量
参与ＭＯＯＣ平台建设，提高信息素养教育成效，构

筑ＭＯＯＣ教学支持体系，使ＭＯＯＣ在医学信息培训
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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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开设了生物化学、微生物和免疫、农学、

食品卫生、药学和大数据医疗等科研方向。（３）
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尤其是通识性课程的开设。

由于专门的医学院一般规模较小，使得学生的知

识面比较窄，见识面也不够宽广，因此需要多开

设一些通识性课程和选修课来拓展学生的知识

面。目前各三甲医院都在进行信息化建设，相应

增设了信息科，因此医学信息专业的毕业生从就

业上来说是有一定市场的，且该专业毕业生的收

入也有逐年提高的趋势。本文对我国的医学信息

专业发展现状、各高校对医学信息学的专业定位

进行了分析，对专门的医学院建设医学信息专业

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对广大的医学院领导和老

师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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