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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瘢痕预防治疗学》介绍了瘢痕的基础知识和国内外目前常用的各种非手术疗法和手术疗法、综合疗
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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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文阁，1968年12月9日出
生，山东人，美容整形外科学
医学博士。现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医学美容中心北京黄寺美容
外科医院创伤美容研究室和瘢
痕美容专科工作。
1986年考入青岛医学院医
疗系本科，1991年获医疗系学
士学位。1994年获皮肤美容外
科硕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协
和医科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
整形外科医院攻读整形外科博
士学位。1997年获整形外科博
士学位。自1991年起在攻读硕
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即致力于瘢
痕的防治研究，有多项科研成
果和发明专利。在国内专业级
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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