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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现代医学

通常根据其研究内容、服务对
象和服务方式，分为基础医学、
预防医学和临床医学

■临床医学：

研究疾病的病因、诊断、治疗
和预后，直接面对患者实施诊
断和治疗的一组医学学科，如
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
产科学、儿科学等。



一、临床医学
的学科分类和
主要特征

■由于人类的疾病繁多，诊断技术层
出不穷，治疗方法也复杂多样。

■临床医生对日益增长的知识和复杂
的技术，难以全面掌握，因此形成
了各种临床专业学科。

■迄今已有的临床专业学科大体上有
5种建立方式：

1. 按治疗手段建立的学科 

2. 按治疗对象建立学科 

3. 按人体系统或解剖部位建立的学科 

4. 按病种建立的学科 

5. 按诊断手段建立的学科 

现代临床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是学科的不断细化，即专科化。



1.按治疗手段建立的学科 

■内科：以药物治疗为主

■外科：以手术治疗为主

■理疗学

■放射治疗学

■核医学

■营养治疗学

■心理治疗学



2.按治疗对象建立的学科 

■妇产科

■儿科

■老年病学

■围生医学

■危重症医学

■职业病学 



3.按人体系统或解剖部位建立的学科 

■ 口腔科学

■ 皮肤性病学

■ 眼科学

■ 神经病学

■ 耳鼻咽喉科学

■ 心血管内科

■ 呼吸内科

■ 泌尿外科

■ 胸外科 



4.按病种建立的学科 

■结核病学

■肿瘤学

■精神病学 

这类学科的研究对象往往是具有相同病因或特点的一组疾病



5.按诊断手段建立的学科 

■临床病理学

■医学检验学

■放射诊断学

■超声诊断学 



临床医学的专科化发展，促进了诊断和治疗水平的提高，但也带
来了一系列问题，如：

① 重治疗、轻预防
② 关注疾病而忽略患者
③ 关注本专科的问题，而忽略其他专科问题
④ 难以提供连续性的照顾
⑤ 医学费用的急剧升高

自20世纪中期后，由于疾病谱的改变和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愈
显突出，从而导致了“全科医学”或“家庭医学”的诞生。



二、临床医学
的主要特征

■相对于一般学科，临床医学
的特点显著：

1.临床医学研究和服务的对象是人

2.临床工作具有探索性

3.临床医学启动医学研究

4.临床医学检验医学成果



三、临床医学
的发展趋势

■临床医学的发展趋势

①微观深入与宏观扩展（在生物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的指导下进行）

②学科体系分化与综合；

③医学与高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



四、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概念：

应用最多的有关信息，通过谨慎、明确和明
智的确认和评估，做出医学决策的实践活动。

■核心内容：

医生对患者建议或实施任何、治疗或预防保
健措施，都要尽可能基于可靠的证据，证明
这种措施确实对患者有益，并且尽可能有较
好的成本效益比。公认最为可靠的证据是来
自"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目前，循证医学
的代表性成果，是大量“临床指南"的制定和
实施。



练一练

■ 单选题（在每小题列出的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在题
后的括号里，错选或未选均无分。每小题1分） 

■ 1、下列学科分类中，属于按治疗对象建立的学科是（         ）

■ A、内科

■ B、老年病学

■ C、外科

■ D、呼吸内科

■ E、肿瘤学

B



练一练

■ 单选题（在每小题列出的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在题
后的括号里，错选或未选均无分。每小题1分） 

■ 2、关于临床医学的主要特征，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 A、临床医学研究和服务的对象是人

■ B、临床工作具有探索性

■ C、临床医学启动医学研究

■ D、临床医学检验医学成果

■ E、临床医学研究和服务的对象是疾病和事件

E



练一练

■ 多选题（各选项中有二个及以上选项是正确的，少选或多选均不得分-每小题1分
） 

■ 3、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 A、公认最为可靠的证据是来自医生的经验

■ B、公认最为可靠的证据是来自"随机对照试验"的证据

■ C、循证医学的代表性成果，是大量“临床指南"的制定和实施

■ D、医生对患者建议或实施任何、治疗或预防保健措施，都要尽可能基于可靠的证
据

■ E、医生对患者建议或实施任何、治疗或预防保健措施，主要考虑患者的经济条件

BCD



第二节
现代医学主要诊断方法和技术



现代医学
的诊断

问诊和采
集病史

体格检查

实验诊断

医学影像
检查

其他临床
辅助检查



一、问诊和采
集病史

■问诊： 

① 患者的一般情况

② 主诉

③ 现病史

④ 既往史

⑤ 个人史和家族史（女性包括月经史
和生育史）

采集病史是医生诊治患者的第一

步。



只有主观才
感受到
疼痛

眩晕

既有主观感
觉，客观检
查也能发现
发热

黄疸

呼吸困难

主观无异常
感觉，通过
客观检查才
发现
黏膜出血

肝大

脾大

生命现象发
生了质量变
化

肥胖

消瘦

多尿

少尿

症
状



二、体格检查 ■体格检查：

① 视诊

② 触诊

③ 叩诊

④ 听诊是指医生运用自己的感官，或借

助于传统简便的检查工具，如体

温表、血压计、叩诊锤、听诊器、

检眼镜等，客观地了解和评估患

者身体状况的一系列最基本的检

查方法。



二、实验诊断 ■（一）临床实验室检查主要内
容：

① 血液学检查

② 体液与排泄物检查

③ 生化检查

④ 免疫学检查

⑤ 病原学检查。

■常用诊断性实验的评价标准：

① 诊断的灵敏度

② 诊断特异性

③ 诊断准确度



（二）实验诊断的临床应用和评价

■1.正确选择实验室检查项目

实验室对有关标本监测的结果，可以有不同的临床意义。

有的检查可以直接得到确定的判断，有些可有辅助诊断价值，有些具有鉴别诊断的意
义。因此，选择项目时应该选择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的。从实际需要出发，有的放矢。

n 2.常用诊断性实验的评价指标：

①诊断的灵敏度、②诊断特异性、③诊断准确度

■3.ROC曲线

“接受操作特性图”，或称“临床应用性能分析评价图”，常应用于两种以上诊断性
检验的诊断价值的比较。



（三）实验诊断的参考值范围的确定

■由于对“正常值”目前尚未确切的定义和概念，故已被参
考值或参考范围的概念替代。

■参考值和参考范围均是应用统计学方法而产生。

■参考值：对抽样的个体进行某项目监测所得的值；所有抽
样测得的平均值加减两个标准差即为参考范围。



四、医学影像
检查

■临床常用的医学影像学检查有
： 

1. X线成像

2. CT检查

3. 超声成像

4. 磁共振成像（MRI） 



（一）X线成像

■1.检查方法：

是基于X线对人体组织的穿透性，以及不同组织由于厚度、密度差异，对X线吸收衰减
不同而形成的图像。

高密度、高厚度组织在X线片呈白色，低密度、低厚度组织则呈黑色。X线可获得永久
性图像记录。

n 2.数学X线成像和数字剪影血管造影：

是将普通X线摄影装置或透视装置同电子计算机相结合，使X线信息由模拟信息转换为
数字信息，而得到数字图像的成像技术。

■3.疾病X线图像表现

疾病X线图像可改变，可有大小改变、位置改变、形态改变、轮廓改变、密度改变、
功能改变



（二）CT检查

■1.CT检查优缺点：

（1）优点：CT图像为人体组织断面像，其密度分辨明显优于X线检查图像，能良好地
显示人体各部位的器官结构，扩大了影像学检查范围；（2）缺点：CT检查是有射线
的检查方法，较难发现器官组织结构的功能变化，因成像野的限制，不宜检查四肢小
关节，难以显示空腔器官的黏膜变化；做强化扫描时，有造影剂的不良反应存在。

n 2.检查方法：

（1）平扫（2）CT造影强化扫描（3）CT造影扫描

■3.CT特殊检查技术

（1）螺旋CT（2）CT血管造影（3）CT仿真内镜检查（4）定量CT检查（5）多层CT扫
描



（三）超声成像

■1. 超声诊断的种类：

（1）超声示波诊断法（A型）（2）二维超声现象诊断法（B型）（3）超声光点扫描
法（M型）（4）多普勒超声诊断法（D型）

n 2.超声图像特点：
          见下页表2-1

■3.超声检查的主要用途

（1）检测实质性脏器的大小、形态及物理特性（2）检测某些囊性器官的形态、走向
及功能状态（3）检查心脏、大血管和外周血管的结构、功能及血流动力学状态（4）
检测脏器内各种占位性病变的物理特性（5）检测积液的存在与否，以及对积液量的
多少作出估计（6）产科上可确定妊娠，判断胎位、胎儿数量；确定胎龄，评价胎儿
生长发育情况；发现胎儿畸形；评定胎儿生理功能（7）在超声引导下进行穿刺做针
吸细胞学或组织活检，或进行某些引流及药物注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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