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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应邀作为主编，承担《名院名医》丛书《感染病特色治疗技术》一书的编写，我们以此为殊荣。同时
，亦深感责任重大。这是因为，需要回答的问题太多。首先，我们达到了名院的标准吗？回答似乎很
容易。无论主编单位／个人，还是参编单位／个人，在国内应已处于公认的领先或先进水平，所承担
的写作内容亦为各自的强项。然而，从国际标准看，差距是存在的。否则，国家就不必限制外国医院
进入中国了。其次，通过本书，能否指导全国同道，解决当前学科存在的问题，达到振兴学科的目的
？最后，本书能否在面向国际，使中国的感染病学队伍跟上时代步伐方面有所启迪或帮助？这些问题
确使我们汗颜。为此，愿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探讨学科存在的问题、可能对策及发展机遇。借此对本
书内容构思作一简单介绍，以期对学科发展有所裨益。一、学科存在的问题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感染
病一直是人类的主要疾病，有关感染病的病原体研究——微生物学、宿主与病原体相互作用的研究—
—免疫学及有关病因治疗的抗生素学等，无不代表了医学研究的前沿及主流学科。我国在解放后，有
关感染病防治可谓成绩辉煌，在发展中国家中表现突出。然而，近年来学科存在如下问题：1.医药市
场混乱20世纪80年代以后感染病科如同其他学科一样进入了医疗市场的竞争，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其
原因是：①感染病（尤其是传染病）患者大多属于贫穷或低收入人群，昂贵的费用使他们难以得到正
确的诊治。②部分个体私立医院或诊所利用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求医心切及性病患者的保密心理，通过
虚假广告和自制药品引诱病人，其结果常常是花费巨大而疗效不佳。③防疫站及新成立的疾病控制中
心本不属于临床学科，但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纷纷设立诊疗中心、门诊部或住院部，由于并不专业，
极易导致误诊误治。④非感染病学科的竞争一方面增加了传染危险，另一方面又降低了诊治质量。⑤
药品价格的开放造成药价虚高现象致使病人难以承受。⑥国家有关血液制品实行补偿金的规定，使不
少乙型肝炎患者因呈家庭聚集状态，直系亲属找不到适当供血者，从而不得不付出双倍价格使用血浆
等血液制品。⑦由于上述医疗市场混乱的原因，加之常见传染病如乙型肝炎、艾滋病须长期治疗，药
物昂贵，致使众多病人不仅不能进行有效治疗，而且连基本生活亦难以保障，形成所谓“因病致贫”
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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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院名医感染病特色治疗技术》为《名院名医》丛书中的感染病学分册，对当前感染病中的一些重
点、热点和难点课题进行了较全面介绍。全书内容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常见感染病诊治技术；第二章
介绍感染病的常用治疗药物；第三章为特色医疗技术；第四章对当前感染病中的一些热点和关键问题
进行了专门介绍；第五章为附录，包括计划免疫及相关法规等。《名院名医感染病特色治疗技术》可
供从事感染病医疗、教学、科研和防疫检验人员参考，也可供医药院校的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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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宇明，1951年11月出生，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1985年获第三军医
大学传染病学硕士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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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任科副主任，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及主任医师，当时为全军四所医大最
年轻的正教授；1993年任科主任；1995年全军任全军传染病专科中心主任；1995～1998年作为博士后先
后在美国加州大学及霍普金斯大学从事肝炎研究，两次留学期间深得日、美著名专家赏识；2000年至
今任全军感染病研究所所长、重庆市肝病研究所所长及西南医院感染病专科分院院长。
    从事临床一线工作三十年，虽然工作繁忙，但他仍坚持看门诊和查房，参加会诊、病例讨论等，积
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主要特长为肝病特别是慢性乙、丙型肝炎的诊断和治疗，是全国肝炎抗病毒治
疗实践指导小组成员，擅长于各种严重肝病如肝炎肝硬化及重型肝炎的救治。对多种疑难杂症的诊疗
如发热待查、黄疸待查、发疹待查等亦十分熟悉。他一贯潜心临床专业，即使在日本及美国的四年多
留学期间，也定期参加科内大查房和病例讨论，认真学习。
    先后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共四十余名。由于他学术精湛，不断传授国内外及个人先进经
验，他的学术报告深受学员、医师及会议代表的欢迎。多年来应邀在全国学习班、各省及直辖市感染
病学术年会、全国专业会议、国际学术会议上进行专题讲座和报告。国内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
等，国外如旧金山（美国感染病年会）、费城（宾州大学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迈阿密（迈阿密大
学肝病研究中心）及巴尔的摩（霍普金斯大学），被公认为最受欢迎的讲者之一。同时，所到之处，
常为慕名而来的求诊者排忧解难，受到赞誉。
    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973项目二审专家、美国感染病学会及日本肝脏学会会员、十余家国内
杂志编委（包括副主编及常务编委）。先后获国务院教育委员会全国百名优秀博士生导师称号、总后
优秀教师称号，获总后优秀基层主官、总后优秀党员称号、军队育才奖、军队医疗成果奖3项、第三
军医大学医疗成果奖2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5项、“863”项目1项、国家科委重点项目1项、
国家科技部“九五”重点攻关项目1项、全军高技术推广项目1项、全军“十五”项目1项等。研究成果
曾获6项全军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全军科技进步三等奖及2项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主持完成的《混合生
物人工肝支持系统》研究获国家知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主持研制的RGZ-2000人工肝支持仪经国
家SDA已批复生产和推广应用。主编专著8部，有《实用传染病学》、《感染病学新进展》、《肝功能
衰竭》、《感染病学》、《传染病学》、《急性肝衰竭》、《传染病学新进展(Ⅲ卷)》、《肝病与全
身系统疾病诊断治疗学》及《野战内科学》。其中，前四部为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实用传染病学
》系该社实用系列丛书，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专业专著。参编专著19部，包括国际发行的英文原版书
。以第一作者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其中国际期刊7篇。
    先后被推选为重庆市医学会感染病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病毒学全国委员兼理事、中华感染
病学分会肝衰竭及人工肝学组副组长、全军感染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及中华感染病学会副主任委员，
标志着全国同行对他个人及科室成就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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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常见感染病诊治技术??  　第一节  新发/再发感染病??  　第二节  病毒性肝炎??  　第三节  艾滋
病??  　第四节  结核病??  　第五节  肾综合征出血热??  　第六节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第七节  发热
待查??  　第八节  黄疸待查??  　第九节  感染性腹泻病??  　第十节  发疹性疾病??  　第十一节  中枢神经
系统感染??  　第十二节  呼吸系统感染??  　第十三节  泌尿道感染??  　第十四节  外科感染疾病??  　第
十五节  性传播疾病??  　第十六节  常见寄生虫病???第二章  常用感染病药物学??  　第一节  感染病的综
合治疗??  　第二节  抗菌药物??  　第三节  抗病毒药物??  　第四节  抗结核药的合理应用??  　第五节  抗
寄生虫病化学药物??  　第六节  抗真菌药物??  　第七节  免疫调节剂的临床应用??  　第八节  基因治疗
在感染病中的应用??  　第九节  益生物与肠道感染???第三章  特色医疗技术??  　第一节  常规医疗检查
技术??  　第二节  上消化道出血??  　第三节  肝性脑病的治疗??  　第四节  肝肾综合征的诊治??  　第五
节  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的诊治??  　第六节  人工肾??  　第七节  顽固性腹水的治疗??  　第八节  人工肝
支持系统??  　第九节  肝移植??  　第十节  人工呼吸机的临床应用??  　第十一节  内窥镜在感染病中的
应用??  　第十二节  超声检查对诊断感染病的作用与评价???第四章  专题讨论??  　第一节  感染病房的
设置与管理??  　第二节  消毒的研究进展??  　第三节  医院感染的管理与预防??  　第四节  输液和输液
反应??  　第五节  感染病分子生物学与分子免疫学研究进展??  　第六节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第七
节  中毒性休克综合征??  　第八节  肝功能衰竭??  　第九节  肝硬化??  　第十节  疫苗研究进展??  　第十
一节  抗微生物药物耐药问题???第五章  附录??  　附录一  计划免疫程序??  　附录二  常见传染病的潜伏
期、隔离期及检疫期??  　附录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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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④由于分餐制仍未推广实施，各种体制饮食业缺乏严格管理，消化道感染病仍不断发生。⑤由
于森林、水源的破坏及灾害的影响，虫媒和动物源性感染病仍未得到根本解决，2002年终发生的广东
登革热及全国SARS的暴发流行即为较好的例证。⑥对有关EID防治知识的培训、教育投入不足，以至
于至今众多医务人员对EID缺乏基本认识。⑦专职预防工作及队伍明显削弱，在一些传染病暴发和流
行中防疫队伍所起作用甚微；为了维持工资和奖金，常改行设肝炎及肝病诊治中心，或开设检验中心
，争取创收。⑧过去我国感染病／传染病流行情况报道极不完善，且受行政和政治因素影响，数据可
靠性差，透明度不高，国际文献中少见报道。近年有了明显改善，如全国已实行AIDS的实报制，但很
多其他感染病的报告制度仍不够健全。新近的SARS病例报告即显示了行政和政治因素及报告制度两大
方面的问题。我国长期重“治”轻“防”的倾向仍无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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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名院名医感染病特色治疗技术》是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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