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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综合著者多年在前列腺等男性生殖器官及其感染症方面的基础与临床研究和经验以及国内外对于
前列腺与前列腺炎研究的最新成果与进展，结合前列腺等男性生殖器官的解剖学、组织学与胚胎学、
生理学、分子生物学以及药理学、微生物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外科学等基础与临床学科的
基本理论与特点，对前列腺炎等男科感染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分类与流行病学、病原学、病理学、
诊断学、治疗学及预防医学的基本原理与技术方法进行了系统、深入和实用地论述。
大量基础实验室研究与临床应用研究的资料充分证实，前列腺并不存在影响抗菌药物透过性的所谓“
包膜屏障”或“离子障”，前列腺炎等男性生殖器官疾病的治疗效果也不受所谓“包膜屏障”或“离
子障”的影响。
前列腺等男性生殖系统器官所具有的解剖学、生理学、组织学特点、细菌等病原体的特殊性质、患者
的生理与病理特点、临床与实验室检查的漏诊或/和误诊以及抗菌药物的不规范使用，才是影响前列腺
炎等男性生殖器官感染性疾病治疗效果的最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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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和，1955年生。
贵阳医学院微生物学教授与感染病学医生。
硕士研究生导师。
教研室主任。
任中华医学会微生物与免疫学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微生物与免疫学会一中华预防医学会细
菌L型学组成员、中华医学会贵州省分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微生物与免疫学会贵州省分会主任委员、
贵州省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贵州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咨询专家委员会专家等职。
以”微生物学与微生物感染”为研究方向。
采用非高渗透压培养基培养和研究细胞壁缺陷细菌等微生物。
发表论文101篇。
编著《男性生殖系统感染症的治疗》、《现代前列腺炎基础与临床》等著作与教材5部．多次获得贵
州省科技进步成果二、三、四等奖励以及其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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