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编结核病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编结核病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6710138

10位ISBN编号：7506710137

出版时间：1995-09

出版社：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页数：5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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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该书是综合性结核病专著。全书80万字，分三十一章，对肺
内肺外结核病的基础理论、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方法、治
疗、流行病学、监测及控制对策等作了系统阐述。
全书内容丰富，文图并茂，新颖适用，除着力介绍国内外结
核病新理论、防治与诊断研究的新进展外，还总结了编著者几十
年的临床、教学、科研及防治工作经验。为广大结核病专业工作
者、肺科医生及其他临床医务人员工作及晋升考试的有益参考
书。也可作为各级防痨机构培养中高级防痨人员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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