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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医疗概论》

内容概要

《数字化医疗系列教程:数字化医疗概论》力图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作为数字化医疗系列教程之一，
它以系统化的方式，浓缩数字化医疗软件、数字化医疗硬件、数字化医疗人员素养、数字化医疗安全
等内容，力图用最为简洁的表述，去构架数字化医疗建设中必不可少5个方面的系统框架，虽然融合
了各方众多的观点，但我们仅仅选择我们认为最简单和准确的表述，给出医疗数字化的硬件、软件、
人员素养、安全运行的基本概念，不去做原理和技术性的探究，也许它所涉及到的每个方面都不够深
入和全面，但作为感性认识的基础，结合实际操作的体验，我们力图实现观念的更新，方向的明确。
《数字化医疗系列教程:数字化医疗概论》通过对数字化医疗的概念、软件、硬件及人员素养和相关规
章标准的介绍，使读者形成正确的数字化医疗的整体观，提高读者对数字化医疗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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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按架构划分 按照服务器的结构，可以分为CISC架构的服务器和RISC架构的服
务器。 （3）按用途划分 按照使用的用途，服务器又可以分为通用型服务器和专用型（或称“功能型
”）服务器，如实达的沧海系列功能服务器。 （4）按外观划分 按照服务器的外观，可以分为台式服
务器和机架式服务器。 2.1.2数据存储设备 2.1.2.1数据库定义 数据库（Database）是按照数据结构来组
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仓库，它产生于距今50年前，随着信息技术和市场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
代以后，数据管理不再仅仅是存储和管理数据，而转变成用户所需要的各种数据管理的方式。数据库
有很多种类型，从最简单的存储有各种数据的表格到能够进行海量数据存储的大型数据库系统都在各
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严格地说，数据库是“按照数据结构来组织、存储和管理数据的仓库”。
在经济管理的日常工作中，常常需要把某些相关的数据放进这样的“仓库”，并根据管理的需要进行
相应的处理。例如，企业或事业单位的人事部门常常要把本单位职工的基本情况（职工号、姓名、年
龄、性别、籍贯、工资、简历等）存放在表中，这张表就可以看成是一个数据库。有了这个“数据仓
库”就可以根据需要随时查询某职工的基本情况，也可以查询工资在某个范围内的职工人数等。这些
工作如果都能在计算机上自动进行，那么人事管理就可以达到极高的水平。此外，在财务管理、仓库
管理、生产管理中也需要建立众多的这种“数据库”，使其可以利用计算机实现财务、仓库、生产的
自动化管理。 2.1.2.2磁盘阵列 磁盘阵列（redundant arrays of Inexpensive disks，RAID）有“价格便宜且
多余的磁盘阵列”之意。其原理是利用数组方式来作磁盘组，配合数据分散排列的设计，提升数据的
安全性。磁盘阵列主要针对硬盘，在容量及速度上，无法跟上CPU及内存的发展，提出改善方法。磁
盘阵列是由很多便宜、容量较小、稳定性较高、速度较慢磁盘，组合成一个大型的磁盘组，利用个别
磁盘提供数据所产生的加成效果来提升整个磁盘系统的效能。同时，在储存数据时，利用这项技术，
将数据切割成许多区段，分别存放在各个硬盘上。磁盘阵列还能利用同位检查（parity check）的观念
，在数组中任一颗硬盘发生故障时，仍可读出数据，在数据重构时，将故障硬盘内的数据，经计算后
重新置入新硬盘中。 美国柏克莱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在1987年，发表文章：“A
Case for Redundant Arrays of Inexpensive Disks”，谈到了RAID这个词汇，而且定义了RAID的5层级。柏
克莱大学研究的目的为反映当时CPU快速的性能。CPU效能每年大约成长30％～50％，而硬磁机只能
成长约7％。研究小组希望能找出一种新的技术，在短期内，立即提升效能来平衡计算机的运算能力
。在当时，柏克莱研究小组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效能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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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字化医疗系列教程:数字化医疗概论》适用于相关医疗软件的使用者及研发人员，也可作为相关专
业学生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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