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皮肤性病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皮肤性病学>>

13位ISBN编号：9787117100885

10位ISBN编号：7117100885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人民卫生

作者：张学军

页数：25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皮肤性病学>>

内容概要

　　《皮肤性病学》（第7版）内容分为二篇二十八章。
该书主要内容包括：皮肤性病学导论、皮肤的结构、皮肤的功能、皮肤性病的临床表现及诊断、皮肤
性病的预防和治疗、皮肤的保健与美容、皮肤性病学各论等等。
本书仍采用彩色印刷，书中采用的图片均本着“优中选优，宁缺勿滥”的原则从全国多家单位提供
的5000余张图片中精选出来；同时为配合教学，作者还在参考国外优秀教材的基础上，经过对本教材
中有关内容进行总结、提炼，精心绘制了数十张彩色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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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皮肤性病学导论第一节 皮肤性病学的定义和范畴作为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床医学址
以认识和防治各种疾病、保护和增进人类健康为己任的科学。
皮肤性病学derrmatovenereology）是一门涉及面广、整体性较强的1‰床学科，它借助广泛而密切的复
杂联系，与其他专业学科一起，共同构成了临床医学的主要内容。
皮肤性病学包括皮肤病学（dermatology）和性病学（venereology）发肤病学是研究皮肤及其相关疾病
的科学，其内容小仅包括正常皮肤及附属器的结构和功能。
还涵盖了各种皮肤及附属器相关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性病学足
研究性传播疾病的科学，其内容包括各种性传播疾病的致病微生物、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治
疗及预防等。
就实践工作性质而言，皮肤性病学的研究范畴又可分为专业基础性研究和临床应用性研究，二者机辅
相成、紧密联系，构成了一个推动学科发展的有机整体。
第二节 皮肤性病学发展简史1.世界皮肤性病学发展历程18世纪中叶以前，皮肤病诊治工作一般由外科
医师承担，有关皮肤病学的知识也被包含在外科学教科书中；18世纪末，许多内科医师开始注意观察
和记录发生于皮肤的疾病，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19世纪，使皮肤病学逐渐成为内科学的一个分支；19
世纪末，对梅毒螺旋体和结核分枝杆筒感染的研究成为内利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20世纪初，一
些内科医师开始专门致力于皮肤病学研究，使皮肤病学成为一门独立于内科学之外的临床学科。
由于多数性传播疾病的治疗也由皮肤科医师承担，因此性病学逐渐被纳入皮肤病学的范畴，包括我国
在内多数国家将其合并，并命名为皮肤性病学。
皮肤性病学在20世纪上半叶发展极为缓慢，主要成就是对各种皮肤病和性性病进行了临床表现的描述
、命名及分类，对各种疾病也总结出不少经验性治疗方法由于多数皮肤性病发生于体表，易于临床观
察而无需进一步深入检查，加之这个时期除皮肤组织病理学外并无其他检查手段，因此在探求疾病本
质方面，皮肤性病学是相对落后于其他学科（如心脏病学和内分泌学）的。
20世纪下半叶，各基础学科得到长足发展，后者客观上丰富了皮肤性病学的研究手段，使得人们对皮
肤性病的病因、发病机制、治疗方法等研究逐渐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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