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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外科学是临床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临床医学生的必修课程。
为更好地适应外科学的实际教学需要，本书力图体现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
性的统一，以及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系统及应用原则，同时以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能力为
基本参照，以农村、社区等基层医疗服务为基本方向，结合专科教学实际情况，以适应临床医学专科
教学的需求。
外科学教材共59章，第1-13章为总论部分，介绍外科学的基本概念和综合知识及技能。
第14-59章为各论部分。
其中第14-16章介绍神经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第17-23章介绍颈部、乳房及心胸外科等疾病的
诊断和治疗；第24——35章介绍关于腹部外科及血管外科的基本情况；第36——43章为泌尿生殖系统
外科疾病介绍；第4455章介绍骨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和治疗；第56-59章介绍皮肤科常见疾病。
全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外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对常见的外科疾病作了较为全面的阐
述。
在编著过程中，编者遵照编审委员会的统一要求，按照l临床医疗行为实际流程设计了各种外科疾病的
描述顺序，并在主要的外科病前提供了案例和学习目标，以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有更接近临床的
体验，也给教师教学提供了参考的素材。
本书的编写过程严格按照全国临床医学专业专科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的统一要求，由人民军医出版社
和教材编审委员会推荐组成外科学编委会，编委会人员由长期从事临床医学外科学专科教育的学者和
专家组成，具有良好的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
经过半年多的共同努力，本书几经会审和讨论、修正，终于面世。
在本书编著过程中，全体编委共同努力，编委会秘书王旭林博士参与了大量的统稿等工作；研究生钱
光煜、金晓燕及梁津逍同学对图片、图表的编辑也做了很多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编著时间较紧，对其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敬请读者提出批评修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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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科学》力图体现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用性的统一，以及基本理论、
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系统及应用原则，同时以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能力为基本参照，以农村、社区等
基层医疗服务为基本方向，结合专科教学实际情况，以适应临床医学专科教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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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外科简介第一节 微创外科第二节 显微外科第三节 移植第14章 颅内压增高征第一节 颅内压增高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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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性幽门梗阻四、手术方式及术后并发症第二节 胃癌第三节 先天性肥厚性幽门狭窄第28章 肠梗阻第
一节 概述第二节 常见肠梗阻一、粘连性肠梗阻二、肠扭转三、肠套叠第29章 阑尾炎第一节 急性阑尾
炎第二节 特殊类型阑尾炎第三节 慢性阑尾炎第30章 结肠、直肠与肛管疾病第一节 解剖生理概要一、
结肠、直肠与肛管解剖二、结肠、直肠与肛管生理第二节 溃疡性结肠炎的外科治疗第三节 肠息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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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肠息肉一、肠息肉二、直肠息内第四节 结肠、直肠癌一、结肠癌二、直肠癌第五节 先天性直肠肛
管疾病一、先天性直肠肛管畸形二、先天性巨结肠第六节 肛裂第七节 直肠肛管周围脓肿第八节 肛瘘
第九节 痔第31章 肝疾病第一节 肝脓肿一、细菌性肝脓肿二、阿米巴性肝脓肿第二节 肝肿瘤一、原发
性肝癌二、继发性肝癌三、肝良性肿瘤第三节 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症的外科治疗第32章 胆道疾病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胆石病一、胆囊结石二、肝外胆管结石三、肝内胆管结石第三节 胆道感染一、急性胆囊
炎二、慢性胆囊炎三、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第四节 胆道肿瘤一、胆囊息肉和良性肿瘤二、胆囊癌
三、胆管癌第33章 胰腺疾病第一节 胰腺炎一、急性胰腺炎二、慢性胰腺炎第二节 胰腺囊肿第三节 胰
腺癌和壶腹周围癌一、胰腺癌二、壶腹周围癌第34章 急腹症的诊断与鉴别诊断第35章 周围血管、淋巴
管疾病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周围血管损伤第三节 动脉疾病一、动脉硬化性闭塞症二、血栓闭塞性脉管
炎第四节 静脉疾病一、下肢慢性静脉功能不全二、深静脉血栓形成⋯⋯第36章 泌尿、男性生殖系统外
科检查和诊断第37章 泌尿、男性生殖系统先天性畸形第38章 泌尿系统损伤第39章 泌尿、男性生殖系统
感染与结核第40章 泌尿系统梗阻与尿石症第41章 泌尿、男性生殖系统肿瘤第42章 泌尿、男性生殖系统
的其他第43章 男性性功能障碍与不育症第44章 骨折概论第45章 上肢骨、关节损伤第46章 下肢骨折与
脱位第47章 脊柱和骨盆骨折第48章 周围神经损伤第49章 运动系统慢性损伤第50章 腰腿痛和颈肩痛
第51章 骨与关节化脓性感染第52章 骨与关节结核第53章 非化脓性关节炎第54章 运动系统畸形第55章 
骨肿瘤第56章 皮肤病概论第57章 变态反应性皮肤病第58章 感染性皮肤病第59章 其他皮肤病彩图国家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基本请况和题型特点介绍“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考试”综合模拟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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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无菌术无菌术（asepsis）是临床医学的一个基本操作规范。
自然界中的空气、尘土、飞沫、水、物体表面，到处都存在着微生物；人体皮肤表面及其附属的毛囊
、汗腺、皮脂腺中，以及呼吸道、消化道、生殖道、泌尿道远端等部位也存在着微生物。
在手术、穿刺、插管、换药以及注射等操作过程中，如不采取恰当而有效的防护措施，微生物就可通
过直接接触、飞沫或空气等途径侵入伤口或组织，引起感染。
无菌技术就是针对微生物及感染途径所采取的一系列预防措施，包括消毒和灭菌的方法、操作规则和
管理制度。
能将物品上的病原微生物和其他有害微生物杀灭的措施称为消毒。
消毒，一般不能完全清除或杀灭所有微生物，如一般杀不死芽胞，只能达到相对无菌，但可达到使微
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减少到暂时不至于引起外科感染程度的目的。
灭菌，是指能杀灭物品上一切活的微生物（包括芽胞）的措施。
过去认为，灭菌的措施就是采用物理的方法进行杀菌，实际上有些化学消毒剂也可杀灭一切微生物，
达到灭菌效果。
应用于灭菌的物理方法有高温、紫外线和电离辐射等。
在医院，高温的方法应用最多。
手术器械和物品常用高温的方法灭菌。
电离辐射主要用于药物、一次性医疗用品等的灭菌。
紫外线可杀灭悬浮在空气中和附着于物体表面的微生物，常用于室内空气的灭菌，如换药室的灭菌。
无菌技术中的操作规则和管理制度，是为了防止已灭菌和消毒的物品，已进行无菌准备的手术人员的
手、臂，已消毒铺单的患者手术区不再被污染所采取的措施。
是无菌技术的保障。
物理灭菌，虽然杀菌彻底、可靠、效果好，但应用范围受限，如高压蒸汽灭菌法、煮沸灭菌法等不能
用于人体，只能用于物品的灭菌。
化学消毒剂可用于某些特殊手术器械如刀片、剪刀、缝合针等锐利器械的消毒，还可用于内镜的消毒
、手术人员及患者的皮肤消毒、手术室的空气消毒等。
大多数化学消毒剂对人体正常组织有明显损害，只有几种化学消毒剂毒性很小、适合用于人体皮肤的
消毒。
因此，外科无菌技术要综合应用物理灭菌和化学消毒，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通过严格地操作规
则和管理制度，达到预防感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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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科学》供临床医学、全科医学、社区医学等其他医学相关专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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