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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受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研究会、卫生部教材办公室的委托，我们组织编写了研究生规划教材《传染
病学》。
本教材属于我国医学教育史上第一套研究生规划教材之一，其问世有如下必然性。
一方面，目前我国医学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发展，研究生招生人数及相应的师资力量逐年递增，许多
研究型大学每年招收的医学研究生已在500人以上，需要有统一的规划教材作支撑，以保证我国不同地
理区域特别是一些基础相对薄弱院校的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近年国际医学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变化
，已把自主创新人才作为其培养目标，不再是给研究生提供百科全书般的知识，而是培养他们批判性
思考、正确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获取新知识、跟上时代变化的能力。
目前国际上广为推崇的临床医学教学法“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法（problem-based learnin9，PBL）”很
值得我国研究生教学借鉴，因为研究生已经完成本科阶段的学习，有比较系统、全面的三基（基本理
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础，很适合开展PBL教学，可望通过相应的规划教材，加快我国医学研
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本教材的编写主要围绕：①回顾：主要涉及对一些发病机制的认识过程，以及诊疗方案的发展过程
（比如有些原来认为正确，后来经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是错误的）；②现状：重在最新诊治指南的解读
，目前诊断中的困惑，现有治疗手段的局限与不足；③展望：对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进行分
析评论，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为此，本教材的内容设置不再像传统本科生教材或学术专著那样，追求系统性、完整性、全面性，而
是根据热点分层设题，有点有面，围绕常见的临床问题，通过描述各种诊疗方法的历史沿革，着重对
这些发展沿革进行“点评”并“揭示”其启发意义，以启发研究生的科研思维，指导研究生的临床实
践。
因此，其写作风格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启发式说理（述评），而不是简单的文献综述（主要告诉学生目
前又有了哪些新进展）。
在写作手法上，本教材根据具体情况，尝试问题式、案例式，甚至演义手法，以增加教材的趣味性和
可读性，并强调循证医学的应用，注重间接资料的提供，介绍著名学者、研究单位、期刊专著、相关
网站等，一来激发读者的学习兴趣，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二来着眼于培养研究生进一步获取知识
、挖掘知识的能力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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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兰娟，传染病学专家。
1947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1972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973年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医学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现任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卫生部传染病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工肝培训基地主任。
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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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传染病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第一节 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回顾　　传染病是指能
在正常人群中引起流行的感染性疾病，由各种致病性的病原生物（病原体）所引起。
对人类有致病性的病原生物约在500种以上，包括微生物，如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体、螺旋
体、细菌、真菌，以及寄生虫，如原虫、蠕虫等。
因此，传染病学实际上是研究致病性微生物和寄生虫引起人类疾病的科学。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染病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天花是一种古老的烈性传染病，可能最初起源于3000年前的古印度或埃及，公元4世纪后向外传播。
6世纪，天花在中东地区开始第一次大流行，有的国家死亡人数达10％～15％。
15世纪，欧洲大陆开始流行天花，以致每5个人中就有1个因得病而留下痘斑麻点，甚至法、英、德、
俄国的一些皇帝也难逃厄运。
到了18世纪，全欧死于天花的总人数高达1.5亿。
16世纪初，天花随着西班牙殖民者登陆美洲而扩散开来。
1518年，天花传人墨西哥和南美洲，继而传到北美洲，致使这片“未被污染的沃土”上的居民，对天
花病毒完全没有免疫力，无数民众被夺去了生命。
1346年，鼠疫在欧洲蔓延达8年，使2000多万人死于非命，接近当时欧洲人口的1／3，使人类深刻认识
到传染病流行的危害性。
1817年，霍乱发生世界性大流行，迄今已有七次，1961年以来的第七次世界性大流行由霍乱弧菌的埃
尔托生物型引起，1992年则在印度、孟加拉国出现非O1群霍乱弧菌的新血清型——O139瑚型的暴发流
行，已波及亚、欧、美洲大陆，有形成第八次世界性大流行的态势。
1918～1919年间，西班牙流感（H1N1型）波及全球，引起2500万人死亡，随后又于1957年出现亚洲流
感（H2N2型），1968年出现香港流感（H3N2型），均波及多个国家和地区，1997年，首次发现禽流
感病毒H5N1型感染人类，感染者病情危重，病死率高，称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
1981年，第一例艾滋病病例在美国发现，迄今已出现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死亡2000余万人。
2002年冬至2003年春夏，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暴发流行，短短数月波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报告8437
例，死亡813例，对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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