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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特色：一、我国性病发病人数、病种构成等流行病学资料与前些年比较有所不同，需要更新
和补充；二、性病病种分类有变动，为和国际接轨，应对性病病种分类有所改动；三、目前临床上对
某些疾病的诊断、治疗方面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如近期梅毒和建国初期梅毒在临床症状和分期等
方面已有所不同，应予修正。
对各病的鉴别诊断尚需进一步详细，某些新的治疗药及治疗方法亦需增补；四、在性病的实验诊断方
面，出现了许多分子生物学的检测方法，有些已被列为诊断性病的“扩大的金标准”，有必要在书中
予以介绍；五、近年来，我国在同性恋人群中的性病防治也做了不少工作。
他们是性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这方面的内容需要增加；六、国家出台的有关性病艾滋病的新法规以及
美国CDC性病治疗指南已出新版（2006），需予参考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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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一、性和性行为性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是整个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管你是否主动
参与，性都构成我们日常行为、思想和情感的内容，性的影响无处不在，不仅影响我们每个人的成长
历程和社会生活方式，也潜存于每一社会文化之中。
正因为如此，我们反而很难给性下个定义，与性相关联的事物和现象太多，性在不同层次上也有不同
含义，它可以指性器官、性别、性功能、性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根植于我们梦想、渴望、恐惧和挫折
之中的性欲。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拘泥于定义性概念本身，要紧的是从性表达的实际过程中去讨论相关的事物和现象
。
（一）人为什么要表现性行为从性的生物学根源看，性与吃饭是基于本能或基本需要的满足。
仔细想来，吃饭和性欲不完全是一回事：其一，吃饭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生物有机体，无论动
物或人，不进食是无法生存的，而性欲却并不是维持生命个体的必要条件，事实上也没有证据表明禁
欲严重有损于健康；其二，吃饭是由饥饿感驱动的，当饥饿感驱动人吃东西时，其行为与心理、社会
因素关系不大，几乎所有社会不会干涉吃饭的“原因”，尽管某些因素会影响其吃饭的行为模式。
’可是，性的驱动就复杂多了，有人曾以“本能”来解释驱动，所谓本能指由遗传获得的某种内在驱
动力量，但是对于人类身上的这种驱动力，我们是最不容易确定的，它不仅是一种伴有高潮的神经生
理上的释放，而且这种驱动的表达，主要是通过各种心理和社会机制，在成长过程中获得的，驱动与
表达模式根本上区别于吃饭，它包含了生物、心理和社会文化三种力量的整合。
对大多数生物来讲，性与繁殖关系密切，动物交配与其种类延续有很复杂的生物学上的调控机制，从
这个意义上讲，性是其中一部分。
我们可以认为，首先性活动是为了繁殖。
但是人类仍有大量的性活动与繁殖没有关系，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人类参与性活动是为了获得肉体快
乐，其实也可以假定性行为来自心理驱动（感官快乐），曾有人在动物大脑中发现了“快乐中枢”，
实验动物会不间断地表达反馈刺激行为，这个“快乐中枢”人类可能也有。
其次，人作为社会的人，依赖社会而生存，对社会也必然作出适应应答，性是表达情感与获得爱情的
工具，是人际交往的基本方式。
当一个自己完完全全地、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奉献给对方时，性因情感而激活高涨。
从相反角度看，人际关系的疏远与破裂，性同样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试想当第三者插足，夫妻感情受
到严重伤害，岂止是愤怒和痛苦，性欲简直会因此荡然无存。
其三，性是个体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内化到人格中的自我意识；我是什么人，不仅涉及
道德、种族、宗教信仰、政治和社会角色，更重要的是性别的自我意识。
对于儿童，性别意识的觉醒早于其他社会意识，即是说，儿童首先意识到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后，才
逐渐模仿、认同和同化其他社会属性到自我意识中去。
尽管一个人的生物学的性觉醒是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但是从生物学性别识别到社会性别的意识，却经
历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复杂过程，同时也奠定了该儿童的基本生活方式及心理体验。
其四，性显然与一个人的自尊有关，性对个体心理上自我评估与体验具有极重要的作用，我们每一个
人都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个人价值信念和自我评估体系，各种行为活动不断从他人那里得到进一步证
实，从而产生自尊、自卑、炫耀、羞耻等内心情感体验。
在所有行为活动中，性行为的表达成功与失败，内心体验是潜在的，但是基础的。
一个阳痿的男人可能在与男性性功能无关的领域里也常常会失去自信，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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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性病诊疗与预防(第2版)》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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