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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病学的理论与实践》

前言

皮肤病学是一门拥有2700余种疾病的庞杂学科，主要有三大类疾病：感染性皮肤病、免疫性皮肤病和
皮肤肿瘤。进入21世纪以来，它飞速向前发展，由原来简单的不分亚专业的学科发展到拥有多个亚专
业的学科。目前，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会下设有皮肤免疫学、皮肤病理学、皮肤真菌学、
皮肤遗传、皮肤试验学、皮肤美容学、儿童皮肤病、性病学、皮肤外科和皮肤治疗学等十余个亚专业
，从皮肤科的基础到临床均得到了覆盖。在学科建设和发展如此迅猛，信息量极大，知识更新如此迅
速的知识爆炸时代和信息时代，我们的临床医生离开高校后就再没有更多的时间专门从事基础研究，
也没有精力从事每一个亚专业的临床研究，因此，非常有必要参加一些短期培训班，接触、沟通、交
流和了解皮肤科的其他亚专业以及整个学科的全貌，有利于自己在严峻形势下做好临床工作。本着该
目的，本书中系统介绍了皮肤外科学和皮肤免疫学，同时也介绍了皮肤美容学，专门为低年资临床医
师开辟了少见、疑难皮肤病的诊断思维和具体案例分析及专家点评栏目，使读者能在较短时间内系统
了解这些亚专业的内容，同时掌握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技巧，达到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目的
。由于时间仓促，在几个月内完成近百万字的内容，难免有错误和偏颇，望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提出宝
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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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皮肤病学的理论与实践》中系统介绍了皮肤外科学和皮肤免疫学，同时也介绍了皮肤美容学，专门
为低年资临床医师开辟了少见、疑难皮肤病的诊断思维和具体案例分析及专家点评栏目，使读者能在
较短时间内系统了解这些亚专业的内容，同时掌握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技巧，达到学以致用、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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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皮肤外科学的概念  我们在复习皮肤外科的发展史以后，根据目前世界皮肤外科业务开展
的情况，大致可以对皮肤外科学进行如下的概括：皮肤外科学是皮肤病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在研
究人类皮肤的解剖、生理和病理之后，对皮肤疾病作出诊断，并采用解剖、物理和化学（包含药物）
的创伤及微创的方法恢复皮肤的正常结构和功能的一门学科。皮肤外科学是以皮肤解剖学和组织学为
理论基础，根据皮肤病皮损的组织病理结构来设计手术方式。因此，皮肤外科学有别于普通外科学和
整形外科学，但在业务上又有与它们交叉的地方。二、皮肤外科学与整形外科学和普通外科学的区别
首先，从研究对象来看，皮肤外科学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人类皮肤及附属器、皮肤黏膜交界处及其邻
近的黏膜，皮肤包括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三层。而普通外科学和整形外科学对象是人体，不局限于
某一器官组织，没有皮肤外科学对皮肤这一器官研究那么细致入微。其次，方法上有区别，普通外科
学主要采用解剖方法对疾病作出诊断和治疗，整形外科学采用解剖和工程的方法改变人体器官组织的
结构、功能和外形。皮肤外科学采用的方法有解剖方法，也有物理和化学的方法，主要由于皮肤这个
器官位于体表，显而易见，也易被很多方法接近这一特殊性所造成。再次，目的不完全相同，普通外
科主要解决人体病理问题，整形外科既有人体病理也有生理，甚至反生理，解决人体的生物和社会问
题，而皮肤外科主要解决皮肤的病理和生理问题。三、皮肤外科学的方法通过上面分析，我们知道，
皮肤外科采用的方法是比较复杂的，主要有解剖、物理和化学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有创伤或轻微创伤
。因此，它有别于皮肤病治疗领域采用的内科学方法，后者基本不产生创伤。皮肤外科的解剖外科方
法，就是采用手术刀，用解剖皮肤的方法对皮肤进行研究，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所以在本书叫皮
肤的解剖外科。物理方法在皮肤外科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主要有激光、强光（光子）、冷冻、电离子
、超声和射频等。常用的激光有二氧化碳激光、宝石激光、调Q开关激光等，均可用于切除病变或消
除病变，达到恢复皮肤正常结构和功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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