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医学概论（上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临床医学概论（上册）》

13位ISBN编号：9787030314451

10位ISBN编号：703031445X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社：朱健华、 蒋道荣 科学出版社  (2011-06出版)

页数：9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临床医学概论（上册）》

内容概要

Page 2



《临床医学概论（上册）》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篇 诊断学绪论第一章 问诊第一节 问诊的重要性第二节 问诊的内容第三节 问诊的方法与技巧
第四节 常见症状第二章 体格检查第一节 体格检查的基本方法第二节 一般检查第三节 头面部第四节 颈
部第五节 胸部及肺第六节 心脏检查第七节 腹部第八节 脊柱与四肢检查第九节 神经系统检查第三章 病
历书写第一节 病历书写的基本规则和要求第二节 病历书写的种类、格式与内容第三节 医疗机构病历
管理规定第四章 心电图产生的基本原理第一节 临床心电图基本知识第二节 心电图的测量和正常数据
第三节 心房、心室肥大第四节 心肌梗死第五节 心律失常第二篇 内科学第一章 呼吸系统疾病第一节 慢
性支气管炎第二节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第三节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第四节 呼吸衰竭第五节 肺结核第六节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第七节 支气管扩张第八节 支气管哮喘第九节 肺炎第二章 循环系统疾病第一节 高血
压第二节 动脉粥样硬化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第三节 心脏瓣膜病第四节 心肌疾病第五节 心律
失常第六节 心力衰竭第三章 消化系统疾病第一节 慢性胃炎第二节 消化性溃疡第三节 胃癌第四节 炎症
性肠病第五节 肠结核第六节 结核性腹膜炎第七节 肝硬化第八节 原发性肝癌第九节 肝性脑病第十节 急
性胰腺炎第四章 泌尿系统疾病第一节 肾小球疾病第二节 肾病综合征第三节 间质性肾炎第四节 尿路感
染第五节 肾小管酸中毒第六节 慢性肾衰竭第五章 血液和造血系统疾病第一节 红细胞系统疾病第二节 
白血病第三节 淋巴瘤第四节 多发性骨髓瘤第五节 出血性疾病第六章 内分泌和代谢疾病第一节 甲状腺
功能亢进症第二节 糖尿病第七章 风湿性疾病第一节 类风湿关节炎第二节 系统性红斑狼疮第八章 理化
因素所致疾病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有机磷杀虫药中毒第三节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第四节 镇静催眠药中毒
第五节 中暑第六节 高原病第三篇 儿科学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儿科学的范围和任务第二节 儿科学的特点
第三节 小儿年龄分期第二章 生长发育第一节 生长发育规律第二节 影响生长发育的因素第三节 体格生
长第四节 与体格生长有关的其他系统的发育第五节 生殖系统发育第六节 神经精神发育第七节 免疫系
统发育第三章 儿童保健第一节 各年龄期儿童的保健重点第二节 儿童保健的具体措施第四章 小儿用药
计算及特点第五章 营养和营养障碍疾病第一节 小儿营养基础第二节 婴幼儿营养与喂养第三节 营养性
维生素D缺乏第四节 营养不良第六章 新生儿与新生儿疾病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正常足月儿和早产儿的
特点与护理第三节 新生儿黄疸第四节 新生儿寒冷损伤综合征第五节 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第六节 新
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第七章 呼吸系统疾病第一节 小儿呼吸系统解剖、生理特点及其临床意义第二节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第三节 急性支气管炎第四节 毛细支气管炎第五节 支气管肺炎第八章 消化系统疾病
第一节 小儿消化系统的特点第二节 腹泻病第九章 血液系统疾病第一节 小儿造血与血象特点第二节 小
儿贫血概述第三节 营养性贫血第四节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第十章 循环系统疾病第一节 小儿循环
系统解剖生理特点第二节 先天性心脏病概述第三节 常见先天性心脏病第十一章 泌尿系统疾病第一节 
小儿泌尿系统解剖生理特点第二节 急性肾小球肾炎第三节 肾病综合征第十二章 小儿结核病第一节 小
儿结核病特点第二节 结核性脑膜炎第十三章 神经系统疾病第一节 小儿神经系统解剖生理特点第二节 
小儿惊厥第四篇 放射诊断学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X线成像第二节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第三节 计算机体层
成像第四节 磁共振成像第五节 图像存档和传输系统与信息放射学第二章 肺与纵隔第一节 影像检查技
术第二节 胸部正常影像学表现第三节 胸部基本病变影像学表现第四节 胸部常见疾病影像学诊断第三
章 心脏与大血管第一节 X线检查第二节 CT检查第三节 MRI检查第四节 心血管常见疾病诊断第四章 消
化系统第一节 胃肠道检查技术第二节 胃肠道正常影像学表现第三节 胃肠道基本病变影像表现第四节 
胃肠道常见疾病影像诊断第五节 肝、胆、胰、脾疾病诊断第五章 骨骼系统第一节 骨与关节的正常影
像学解剖第二节 骨与关节基本病变的影像学表现第三节 骨关节常见疾病的影像学诊断第六章 泌尿系
统第一节 影像检查技术第二节 泌尿系统正常影像学表现第三节 泌尿系统基本病变影像学表现第四节 
泌尿系统常见疾病影像学诊断第七章 中枢神经系统第一节 颅脑影像检查技术第二节 颅脑正常影像学
表现第三节 颅脑基本病变影像表现第四节 颅脑常见疾病影像诊断第五节 脊髓第五篇 皮肤性病学第一
章 皮肤的结构第一节 表皮第二节 真皮第三节 皮下脂肪组织第四节 皮肤附属器第五节 皮肤的神经、脉
管和肌肉第二章 皮肤的功能第一节 皮肤的屏障功能第二节 皮肤的吸收功能第三节 皮肤的感觉功能第
四节 皮肤的分泌和排泄功能第五节 皮肤的体温调节功能第六节 皮肤的代谢功能第七节 皮肤的免疫功
能第八节 皮肤的其他功能第三章 皮肤性病的症状和诊断第一节 皮肤性病的症状第二节 皮肤性病的诊
断第四章 皮肤性病的治疗第一节 内用药物疗法第二节 外用药物疗法第三节 物理疗法第四节 皮肤外科
治疗第五章 接触性皮炎第六章 湿疹第七章 荨麻疹第八章 药物性皮炎第九章 皮肤浅部真菌病第十章 病
毒性皮肤病第一节 单纯疱疹第二节 带状疱疹第三节 疣第四节 传染性软疣第十一章 脓疱疮第十二章 疥

Page 3



《临床医学概论（上册）》

疮第十三章 慢性单纯性苔藓第十四章 红斑鳞屑性皮肤病第一节 多形红斑第二节 银屑病第三节 玫瑰糠
疹第十五章 痤疮第十六章 性传播疾病第一节 梅毒第二节 淋病第三节 生殖道衣原体感染第四节 尖锐湿
疣第五节 生殖器疱疹第六节 艾滋病第六篇 传染病学第一章 总论第一节 感染与免疫第二节 传染病的流
行过程及影响因素第三节 传染病的发病机制第四节 传染病的特征第五节 传染病的诊断第六节 传染病
的治疗第七节 传染病的预防第二章 病毒感染性疾病第一节 病毒性肝炎第二节 脊髓灰质炎第三节 人禽
流感第四节 麻疹第五节 肾综合征出血热第六节 流行性乙型脑炎第七节 狂犬病第八节 艾滋病第九节 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第三章 细菌感染性疾病第一节 伤寒、副伤寒第二节 霍乱第三节 细菌性痢疾第四节 炭
疽第五节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第四章 螺旋体感染第一节 钩端螺旋体病第二节 回归热第三节 莱姆病第五
章 原虫感染性疾病第一节 阿米巴病第二节 疟疾第六章 蠕虫感染日本血吸虫病

Page 4



《临床医学概论（上册）》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体征】 注意病人的一般状态，特别是血压、脉搏、呼吸和心率；神志，皮肤颜色，
有无贫血、出血点、皮下结节和杵状指（趾）；淋巴结大小；肺内呼吸音变化，有无哕音、心脏杂音
、心律，肝脾大小，有无下肢水肿等。应详细检查肺部。当胸部X线检查尚未能进行时，为尽早明确
出血部位，可用叩诊法，如咯血开始时，一侧肺部呼吸音减弱或（及）出现哕音，对侧肺野呼吸音良
好，常提示出血即在该侧。物理检查也能支持一些特异性的诊断，如二尖瓣舒张期杂音有利于风湿性
心脏病的诊断；在局限性肺及支气管部位出现喘鸣音，常提示支气管腔内病变，如肺癌或异物；肺野
内血管性杂音支持动静脉畸形；杵状指多见于肺癌、支气管扩张症及肺脓肿；锁骨上及前斜角肌淋巴
结肿大，支持转移癌。【实验室检查及其他特殊检查】 根据病史做必要的实验室检查是必要的。血常
规、有关凝血机制的检查、痰内抗酸杆菌、瘤细胞、肺吸早卵、痰普通培养及真菌培养等，对明确咯
血的病因帮助很大。1-血、尿、粪常规血 红蛋白、红细胞计数、红细胞积压及其动态变化，白细胞计
数及分类，血小板计数，尿检中有无红、白细胞，粪便有无隐血等。2.凝血功能 出血时间、凝血时间
、凝血酶原时间、纤维蛋白原等。3.痰液检查 痰找抗酸杆菌、肿瘤细胞、寄生虫卵、真菌等，痰细菌
培养。4.X线检查 对每个咯血者均应进行胸部X线透视，必要时进行胸部后前位及侧位摄影、休层
及CT摄影。如发现胸部平片有圆形支气管影、双轨征，有利于支气管扩张的诊断；有气液平面支持肺
脓肿的诊断，团块样阴影有利于肺癌的诊断，肺曲霉菌病在圆形团块阴影内可见一新月形X线透亮阴
影，为霉菌球。胸部X线阴影不是特异性病因的表现，需与病史、体征及其他等检查综合分析、判断
咯血的原因。约有1／3咯血者胸部X线检查可表现正常。此外，由于咯血吸入到邻近肺野亦可形成淡
片状阴影，一般咯血停止后1～2周可吸收。支气管碘油造影是诊断支气管扩张症的主要方法，停止咯
血4周后进行较为安全。对经支气管造影和纤支镜检查仍不能确定咯血原因和部位的隐原性咯血者，
可采用选择性支气管动脉造影，以显示区域性支气管动脉异常，确定出血部位，有高度敏感性。但大
多数血管异常是非特异性的，可与其他检查方法互为补充，在某些疾病如支气管动静脉蔓状血管瘤则
是唯一诊断的手段。在了解出血部位的基础上，可行支气管动脉栓塞治疗止血，有的患者可获较好的
效果。但也有的患者由于造影剂经吻合支进入脊髓前动脉，可引起神经毒性或脊髓缺血的严重并发症
，应严格选择适应证，操作尤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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