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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学 
Internal  Medicine 

       临床医学的核心二级学科，在研

究人体各器官系统疾病的预防、诊断

与治疗中，以诊治措施不具创伤性或

仅具轻微创伤性为特色。 

Definition 

         Definition and status 

                 概念和地位 



概念（Definition）                    流行病学(Epidemiology）  
病因（Etiology）                       发病机制（Pathogenesis） 

病理（ Pathology）                      病理生理（ Pathophysiology) 

临床表现 （Clinical manifestations）并发症（Complications) 

实验室检查（Laboratory tests）器械检查（Imaging studies） 

诊断（Diagnosis ）                      鉴别诊断 (Differential diagnosis） 

治疗（ Therapy / Treatment）   预后（Prognosis）  

预防（Prevention）                   健康教育（Health education） 

利用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研究 各系统 

各类疾病 

 Diagnosis : History taking , PE, Auxiliary examination, Clinical thinking…… 

 Therapy :   Life-style change, medication, adjuvant therapy of instrument,    

                        interventional therapy…… 



内 科 

以应用药物为主要疗法,一般不具或
仅具轻微创伤性。 
 



外 科 

以手术或手法为主要疗法，一般具
有创伤性。 



“泾渭分明” 

《诗经·邶风·谷风》：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 

内窥镜(Endoscope) 

介入技术(Interventional technology) 

激光技术(Laser Technology) 
 

各专科的学科交叉成为趋势。  



内科学 
Internal  Medicine 

Status 

 临床医学的核心二级学科； 

 其他各临床学科的基础； 

 临床医学的共性诊断与治疗思维集中表达在 

    内科学中； 

 在临床实践中，内科疾病最为常见； 

 所论述的内容在临床各专业中具有普遍意义。 

 如何理解？ 

         Definition and status 

                 概念和地位 



内科学 
Internal  Medicine 

           Subject compositions 

                       学科组成 

    呼吸系统疾病      Respiratory System 

    循环系统疾病      Cardiovascular System           

    消化系统疾病      Digestive System 

    泌尿系统疾病      Kidney & Urinary System 

    血液系统疾病      Hematologic System 

    内分泌系统疾病  Endocrine System  

    营养代谢性疾病  Nutritional and Metabolic Diseases 

    风湿性疾病           Rheumatic Diseases 

    理化因素所致疾病   Disorders due to Chemical or Physical Agents  

请梳理： 
医学的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Medicine 



内科学 
Internal  Medicine 

       Art of Internal  Medicine * 

                    医学的艺术性 

“Medicine is a profession that incorporates science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with the art of being a  

physician. ”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knowledge, intuition,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defines the art of medicine, 

which is essential to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 



Medicine is a science of uncertainty and an art of 

probability. 
                                                                - -William Osler  

Diagnosis is  more  art  than science. 
                                                        --USA TV Series “House” 

Life is short，and art long；the crisis fleeting； 

experience perilous，and decision difficult.  
                                                                          --Hippoc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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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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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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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n Diagram:维恩图解 

（英国逻辑学家维恩制定的一种类逻辑图解） 



美国Weinstein MC教授在《临床决策分析》中指出： 

临床决策的不确定性来自四个方面： 
 

 临床资料的不正确； 

 临床资料的模糊和解释的多样性； 

 临床信息和疾病表现间关系的不确定性； 

 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 

怎样正确作出临床决策? 

个体的变异性  表现的隐蔽性  病情的阶段性   
 

资料的相对性  思维的概然性  矛盾的普遍性      



             Science                                              Art 
 

    Basic Medicine& Clinical Medicine    Combination 

    History taking(Inquiry)                          Selection 

    Physical examination                             Judgment 

    Lab. Tests                                                   Priorty 

    Instrumental examinations             Grasp key points  

                                                              
 

        Clinical data              Communication, Clinical reasoning, 

       (knowledge, skills)            Clinical judgment，Decision-making               

                                                       Assment, Feedback and Redesign 

理论、知识、技能 
（科学性） 

诊断思维 
（艺术性） 



面对纷繁复杂、变化莫测、
不确定的临床问题，能够作
出正确缜密的诊疗决策，是 

                  ---     医学的艺术 

       Art of Internal  Medicine * 

                    医学的艺术性 



全国医科院校临床技能大赛题目： 

一个2个月大的先天性胆管闭锁患儿急需肝脏移植，父亲 

坚持活体供肝。患儿O型血，母亲A型，父亲AB型。 

请问：你如何进行医患沟通？ 

答案1：孩子无法做移植，原因很复杂，总之不能做。 

答案2：孩子的病情太复杂了，我们处理不了，建议转到上级医院就诊。 

答案3：您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对于您的遭遇我们也很同情。您和妻子

商量一下怎么办吧，这是你们的家事。 
…… 

某患者，大量失血入院，需要紧急输血，但是因其的宗教信仰，坚决拒绝
输血。作为医生，你怎么办？ 

当医学陷入伦理困境 

时，怎么办？ 

 

例
子 



2018.04.29 

央视《面对面》节目采访 

北京同仁医院 神经外科 《手术刀下的重生》 

23岁花季女孩，颅内巨大肿瘤，多家医院拒收。 

“做医生要有那种勇气，就是-- 

   摧锋于正锐，挽澜于极危。” 

                         --神经外科副主任 张家亮 

当救治患者有可能影响 

执业生涯时，怎么办？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艾滋病 

外科主任邓建宁被称为“刀 

尖上的勇士”，从2009年至 

今，他主刀、参与1700多例 

艾滋病患者的外科手术。 

某次遭遇职业暴露意外，但 

为了患者他继续进行了一个 

半小时的手术。 

他为什么这么做？ 

当救治患者有可能带来 

生命危险时，怎么办？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卜林写给他12岁的儿子一首诗，

其中有这样两句： 

“孩子，如果你和农夫交谈不变谦恭之态，和王侯

散步不露谄媚之颜，那么你的修养就如天地般博大，

那你就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的张震康院长为什么把这个故

事讲给年轻医生听？ 



Internal medicine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concern for 

ample clinical syndromes, multisystemic diseases, 

general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procedures, and  

the intensity of the patient-physician relationship.                                             
                                                                                        --Cecil Medicine 

 
 

Physician need to approach patients not as “cases” or 

“diseases” but as individuals who is human, fearful 

and hopeful, seeking relief , help, and reassurance.  
 

Tact , e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are expected of the 

physician.                   --Harrison’s Principles of Internal Medicine 
 



面对性格各异、阶层不一 

的患者，能够始终心存悲 

悯，感同身受地予以人文 

关怀，是--- 医学的艺术 

       Art of Internal  Medicine * 

                    医学的艺术性 



身为医生往往追求完美，希望自己做的手术最漂亮，自己治 

疗的病人能够尽快康复。一旦病人预后不良，出现事故或差 

错，可能会自责，并产生挫败感； 

医生在工作过程中，过度地接触伤痛、残疾、死亡，可能会 

使人产生麻木感，进而易对生活丧失积极的取向。 

 当医生遇到精神压力和障碍时，往往感受到与压抑、抑郁症 

状相关联的耻辱感。医生碰到困难时，也不习惯于求助。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执行所长  于欣 

佛教的“生老病死”无一字与医学无关。 



从事医疗工作，需要有宗教一般的情怀，需要了解如何安

放自己，需要懂得如何滋润心灵，让自己不要枯竭，在这

方面，艺术具有最大的功能。 

道德视野与艺术修养，对所有医师来说都极为重要。 

 Tips 2--培养爱好，愉悦身心； 

 Tips 1--强健身体，心态乐观； 

 Tips 3--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面对繁重的工作，能够坚定
信念、自我安放、自我激励，
找到内心的强大力量，是---       

                                                   医学的艺术 

       Art of Internal  Medicine * 

                    医学的艺术性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历史和发展 

  The development of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循证医学发展 

  The changes of medical  

  model 医学模式改变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BC medicine Origin；Premodern medicine development；
Modern medicine development；Future trends in medicine 

development. 

Self-study  

请自学： 

认真通读教材，查阅资料， 

理解相关概念。重点了解

现代医学模式、循证医学

的内容。 



Aims and methods of  learning  

Aims:What to learn 

* “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 

    各专科疾病中的常见病、多发病。 
 

* 临床实践及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 
    医患沟通、逻辑推理、综合分析能力，严谨缜密的临床思维。 
 

* 医学人文素质； 

   医德医风、爱伤观念、职业素养、法律意识。 
 

* 通识博雅教育及完善的知识架构。 

    文学、艺术、哲学修养，心理、社会、人类、伦理、经济学等知识。 

Self-study  

请拟定： 
适合你自己的 

《内科学》学习计划 



三段式内科学学习 

lectures 
Clinical  

noviciate 

Clinical  

rotations 

Basic theory 

Knowledge 

Skills 

Bedside  teaching 

Case demonstration 

Symptoms and Signs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Medical care of  
patients from  

admission to discharge 

基础结合临床 

anatomy physiology 

pathologic-physiology 

diagnostics 

理论联系实践 

基
础 

衔
接 

融
会 

贯
通 

现象与本质 

整体与局部 

共性与个性 

以人为本 

符合逻辑  

 严谨缜密 

建立临床思维 

课堂 见习 实习 

专注 高效 理解 实践 Methods:How to learn 



In the spring of 1871, a young man picked up a book 

and read twenty-one words that had a profound effect 

on his future.  
 

A story 

The medical student was worried about passing a 

final examination, worried about what to do, where 

to go, how to build up a practice, how to make a 

living.  

The twenty-one words that this young medical 

student read helped him to become the most famous 

physician of  his generation.  

His name was William Osler.  



Our main business is not to see what lies dimly  at a 

distance, but to do what lies clearly at hand. 
 

我们的首要之务不是去看模糊的远方有些什么，而是做好清 

清楚楚摆在手边的事情。 

The best possible way to prepare for tomorrow is to 

concentrate with all your intelligence, all your 

enthusiasm on doing today's work superbly.  

Here are the twenty-one words that he read from  

Thomas Carlyle that helped him lead a life free from 

worry:  



Yesterday is a history. 

Tomorrow is a mystery. 

Today is a gift.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present. 

把握现在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9%A6%B7%F2%D0%DC%C3%A8&in=1607&cl=2&lm=-1&st=-1&pn=4&rn=1&di=66795911085&ln=1995&fr=&fm=index&fmq=1328166923890_R&ic=&s=0&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B9%A6%B7%F2%D0%DC%C3%A8&in=327&cl=2&lm=-1&st=-1&pn=11&rn=1&di=96049165560&ln=1995&fr=&fm=index&fmq=1328166923890_R&ic=&s=0&se=&sme=0&tab=&width=&height=&face=&is=&istype=2


1849年       出生于加拿大 

1872年       23岁，毕业于加拿大McGill大学医学院。 

1872-74年  23-25岁，留学欧洲，进修生理、病理、外科、 

                   神经科学、实验研究等。 

1874年       25岁，返回加拿大，蒙特利尔行医，回母校任教，提出“床边 

                  教学（Bedside Teaching）”的理念。 

1884年       35岁，美国宾州大学医学院（全美第一家医学院）任职，全面 

                  实施床边教学，引发学生学习热忱。 

1889年       40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任大内科主任，结合德 

                  国完善的住院医师制度及英国良好的实习生制度，创立美国最新 

                  医学教育体系。短短数年，该医学院成为闻名世界的医学教育中 

                  心。 

William Osler（1849-1919）： 
 

临床医学教育的始祖泰斗，十九世纪末，于北美创立的医学教育体系是现
代医学教育的起源。献身于医学事业，在行医、教学、 

研究之余，兼及社会关怀，一生不辍。去世已九十多 

个寒暑，仍被视为医学界不世出的巨擎。 

Self-study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Medicine,《医学原则与 

实践》，1892年初版，是当时人手一册的权威教科书， 

奠定英语世界医学教科书的标准，各种译本遍及全球。 

此本巨作的付梓，促成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中心的诞生。 

“谈到我这个人，大家都说，你在四所大学任教，写过一本很成功的书， 

应邀在耶鲁开讲座，一般的评论都说，这是个学养深厚的人。但是，天 

知道！少数几个知心的朋友就了解，我只是一个再平庸不过的人。那些 

教授头衔及资历又怎么说呢？其实不是别的，不过是一种习惯，一种生 

活之道，是一种长期不断重复、逐渐养成的习惯。这种每天身体力行的 

功课，我称之为生活在“日密仓”里。Living in “day-tight”compartment 



A way of life  《生活之道》  --William Osler 

 

奥斯勒的二十篇演讲集，作者将其深厚的古典人文涵养带入医学领域，触

角遍及医疗伦理、医疗与道德关怀以及医病关系，字里行间洋溢着睿智的

生活与行医哲理、醇厚的人文素养及优美的古典英文。本书超越了医学范

畴，是寰宇间的普世价值。该书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文献之一。 
 

1.宁静                        2.老师与学生         3.书与人 

4.整合、平安与和谐    5.学生生活            6.生活之道 

7．医师与护士            8．护士与病人      

9．教学与思想            10．行医的金科玉律    

11．定期退休             12．送别  

13．人类的救赎          14．柏拉图笔下的医疗与医师 

15．科学的酵母          16．二十五年之后 

17．医界的沙文主义   18．医院即学院 

19．托马斯·布朗爵士  20．旧人文与新科学 



William Osler的名言： 

“临床医学教育的三部曲，是‘由病人开始，自病人引申，于病人完成’， 

书本与授课，只是教学的导引与工具。” 
 

“医学院的学生不仅应该有生物、物理、化学等其他学科的基本知识，同时 

应具有良好的语文能力，更要有通识人文教育的熏陶。” 
 

“人文修养犹如酵母之于发面，可以催化医疗的关怀、同情心和同理心。在 

一根树枝上生出的两串果实，就如医学的人道与科学，必须互相补足。” 

It is much important to know what sort of a patient 

has a disease，rather than what sort of  a disease a  

patient has.        



学生应培养三种习惯， 

首先要在功课上培养善独的艺术或自律； 

其次要培养条理，即有条理地安排功课、研究与观察； 

第三要培养彻底，尤其是在医学科学原则的融会贯通上。 

学生应追求： 

     思路的清明 

            心地的善良 

                   心灵的平静                                                                                

                                           --《生活之道  老师与学生》 

                              1892年，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新院舍启用典礼 



Summary 

Contents and category* 
内容和范畴 

Definition and status， 

Subject compositions，   

Art of Internal Medicine * 

思路的清明 

心地的善良 

心灵的平静 



Summary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历史和发展  

 Aims and methods of  learning  
学习目标和方法 

Self-study  

家庭作业，Homework： 

1、医学的分类； 

2、医学模式的发展及各自特点； 

3、循证医学的概念及其各级别证据；  

4、何谓“Framingham心脏研究”？ 



家庭作业，Homework： 

国语一班：请阅读宣武医院焦力群主任的文章《我想认真做一名大夫》，

结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感受，写出读后感。 
 

国语二班：请查阅相关资料，并回答--AI对医学未来的发展有何意义和

价值？ AI 在未来会否完全取代医护人员并造成其失业？为什么？ 
 

双语班：请阅读张晓风的文章《念你们的名字》（节选），结合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感受，写出读后感（中英文皆可，英文提交更佳）。 
 

儿科班：请阅读文章《大宝求医奇遇记》，写出读后感（从任何一个角

度切入均可， 亦可选择最让你有所触动的一、两点展开）。 

要求：请大家独立完成作业，由各班课代表汇总，于3月6日之前提交。 

          作业评分将列入平时成绩。 



The End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