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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防治学》

内容概要

《艾滋病防治学》作为上海市从事艾滋病、性病医务卫生人员上岗培训的基本教材，该手册在提高他
们与艾滋病斗争的自觉性和紧迫性，掌握艾滋病诊断、治疗、监测、检测、预防、控制和管理能力等
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全书共分21章，内容涉及艾滋病的病原学、艾滋病的流行病学、艾滋病的临
床表现、艾滋病与机会性感染、各系统的艾滋病相关性疾病、艾滋病合并病毒性肝炎与性病以及血友
病病人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相关的恶性肿瘤、艾滋病诊断、抗反转录病毒治疗、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艾滋病特异性实验室诊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职业暴露及其防治、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
、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监测和检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的医学随访
和管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母婴传播的阻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免疫预防和其他免疫接种、社区开展
艾滋病防治、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督导与评估、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羁押场所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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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艾滋病防治学》为了更好地切合实际，还增添了“外出旅游的指导”、“医疗机构扩大检测的意义
和策略”、“羁押场所艾滋病预防与控制”等内容，并特地邀请艾滋病病人撰写了他们的心理活动和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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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内容不是很好。不够丰富，不够前面，没有讲对艾滋病的治疗方案只有对并发症的处理。大部分
的内容是预防为主。
2、给单位买的书，买回来大家看了都书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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