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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感染病学精粹》主要反映当前感染病研究和实践中的某些热点和难点，以某些片段为基础，涉
及部分感染病的某一方面或某一技术，未强调一般书籍的全面、系统或连贯性。
但内容范围较广，涉及面较宽，以基础研究及其应用研究为重点，结合国内外进展及作者本人的实践
，从一个侧面或局部反映其相关领域的进展，同时对某些感染病的病原、发病、临床、诊断、治疗及
预防控制等方面有所阐述，既体现国内外的新理论、新技术、新进展，也有重点地介绍某些实际内容
，为更新理念、提高技能，以更好地为防治感染病提供帮助。
全书分为各自独立的52章，前部分以新理论、新技术、新进展为主，后部分对部分感染病的病原特征
、流行概况、临床诊治和防控实践等进行了综述和介绍，在最后一章还对写作和翻译中存在的某些问
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供从事感染病研究、临床工作及预防检验人员参考。
亦可满足一般医务工作者或学员继续教育和知识更新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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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宇明，现任西南医院感染病专科医院院长、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后，博士生导师。
1990～1991年入选国家卫生部笹川医学研修生，赴日本岐阜大学第一内科，从事肝炎及肝衰竭研究
；1995～1998年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UCSD)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HU)从事肝炎研究
。
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救治了大量危重疑难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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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感染病学科的现状和未来第二章 人类基因组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及其应用第三章 HLA限制
性HBV特异性T细胞表位第四章 MHCⅡ类反式激活因子的研究进展第五章 B-内酰胺酶抑制蛋白（肽）
研究进展第六章 氨基酸与肝脏疾病第七章 肝病与糖尿病第八章 蛋白质组学在感染病研究中的应用第
九章 基因功能研究新途径——RNA干扰第十章 肝脏组织工程第十一章 超抗原和感染病第十二章 抗体
分子片段与传染病第十三章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相关分子研究进展第十四章 乙型肝炎病毒准种研究与
临床第十五章 白细胞介素与HBV感染第十六章 慢性病毒性肝炎体内树突状细胞功能及其在治疗中的
应用第十七章 肝干细胞的研究进展第十八章 慢性HBV感染的细胞免疫及抗病毒治疗对其影响第十九
章 HBeAg阴性慢性乙型肝炎第二十章 乙型肝炎病毒宫内传播与感染的研究现状第二十一章 丙型肝炎
病毒母婴传播研究进展第二十二章 丙型肝炎病毒感染与皮肤病第二十三章 丙型病毒性肝炎治疗进展
第二十四章 肝星状细胞与肝纤维化的研究进展第二十五章 聚乙二醇a-干扰素治疗慢性肝炎的研究进展
第二十六章 肝移植术后HBV再感染的预防与诊治研究进展第二十七章 慢性乙型肝炎失代偿性肝硬化
的抗病毒治疗第二十八章 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诊治进展第二十九章 肝衰竭病人血浆(血清)对培养肝细
胞的体外影响第三十章 猪肝细胞用于生物人工肝的研究进展第三十一章 肝细胞低温保存及应用研究
的新进展第三十二章 人鼠嵌合肝动物模型及移植肝细胞的检测第三十三章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垂直传
播研究第三十四章 艾滋病合并的皮肤病变第三十五章 一线抗HIV药物治疗进展第三十六章 人禽流感
的发病现状及其防控策略第三十七章 登革病毒感染的防治第三十八章 轮状病毒感染第三十九章 小儿
感染性腹泻第四十章 旅行者腹泻——感染性腹泻研究热点第四十一章 微生态学与感染病研究第四十
二章 原发性肝癌的放射治疗第四十三章 自身免疫性肝炎研究进展第四十四章 自身免疫重叠综合征第
四十五章 快速鉴别分枝杆菌及检测耐药菌的研究进展第四十六章 抗结核药物所致肝损害的诊断和治
疗第四十七章 侵袭性真菌感染非培养快速诊断方法的评价第四十八章 糖皮质激素应用于重型肝炎的
临床及实验研究第四十九章 胸腺素a1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概况第五十章 水飞蓟药理作用及其在肝病中
的临床应用第五十一章 急性肝衰竭的处理——AASLD指南及其述评第五十二章 感染病学专业学术论
文写作中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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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感染病学科的现状和未来二、感染病学科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医院感染病学科或感染病专科医院
在各地区和医院分布广泛，但因受环境及各种因素影响，发展不太平衡，有的感染病院（科）一直位
于感染病防治前列，进展快速，作出显著成绩；有些则发展步伐缓慢，功能受限，如在有关病原体的
研究、微生物学、免疫学、病原体与机体相互作用，开展先进的诊断、治疗技术，以及医学研究的前
沿等主流学科内容，尚未能完全发挥和履行本身职责，更谈不上现代医学和与国际接轨等问题。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感染病防治体系不尽合理我国感染病防治体系最大问题是缺乏良
好的前瞻性规划。
20世纪90年代步入医疗市场后，感染病学科因经营成本高和经济效益低而逐渐萎缩，基于同样原因，
防疫工作及其队伍为自谋生路而开办医院或检验中心等，致使很多重要的流行病学调查、重要感染病
的自然史及预防花费一效果评价缺乏必要资金和队伍来完成。
2003年SARS在我国医院中的流行，暴露了我国感染病医疗上从领导、设施、制度到个人知识、技能等
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
其后又滥用了北京在SARS流行期间建立小汤山医院的经验，在远离城市的地区建大型传染病医院，而
忽视在原有相应医院健全设施，如设立负压病房，扩大和深入研究，提高医务人员技术水平等。
（二）学科队伍萎缩本来居我国感染病高发病率的乙型肝炎、结核病、艾滋病及其他新发感染病的不
断涌现，理应加强感染病的防治力量，然而感染病学科及感染病医师仍显数量少、力量弱。
据数年前统计，当前，全国感染病医师仅3万余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微不足道。
队伍萎缩的主要原因为配备不合理及经济支持力度不够外，工作人员风险大而收入低也是原因之一，
表现在：①由于患者普遍较贫穷，学科临床开支巨大，成本高而经济效益低下；②临床及实验室工作
均有传染危险，尤其是SARS出现后众多医务人员及实验室人员感染，致使人群恐惧心理增加；③上述
现象对学科工作人员的配偶、家属、亲友等产生不利影响，不愿意从事感染病相关工作。
导致感染病科成了医院内的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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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感染病学精粹》由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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