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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高等医学教育的教学改革不断深入。
教材改革是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为了充分发挥我国皮肤性病学界中青年骨干的学术优势，本教材邀请了工作在皮肤性病学学科教学第
一线，并在各自领域有一定建树的中青年骨干参加撰写。
在教学培养目标和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本书力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创新，并有自己的特色。
为了便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和了解有关疾病的知识，有利于目前中英文双语教学的需要，本书增加了“
英文小结（Summary）”。
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有兴趣进一步深入研究或学习的学生，设置了“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发展趋
势”这部分内容，旨在起到引导作用。
随着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飞速进步，近年来皮肤性病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反映皮肤性病学领
域中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我们力求将本学科近年来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已得到
肯定的成果和经验编入本教材。
为了满足学生们在临床医学知识上增加深度和广度的要求，使他们掌握皮肤性病学范围内各种疾病现
代化、规范化诊断和治疗基本方法，本书增加了“皮肤病的外科治疗”、“皮肤美容”、“系统性疾
病的皮肤表现”以及“皮肤性病学与因特网”等章节。
在编写中，我们还努力使本书贴近临床实践，如在总论中将皮肤的结构与功能编在同一章节，针对皮
肤病以形态观察为主的特点，在皮肤病与性病各论的编写中尽可能配以相应临床彩色照片。
具体到每一种疾病，首先阐述其临床特点，使学生在学习病因与发病机制时更易理解。
本书力求符合全面性、纲要性、先进性、前瞻性和实用性要求，尽量达到内容全面、理论经典、方法
得当、结构合理，积极导入学科领域新进展，大胆删除已陈旧或不实用的内容，尽量做到理论联系实
际且符合教学具体要求，力争使本书成为名副其实的21世纪临床新教材。
本书供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五年制、七年制）、基础医学、预防医学、护理学、口腔医学等专业教学
使用，若能对皮肤病与性病学的临床教学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我们将倍感欣慰。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一定存在不足，望各位同道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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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皮肤性病学（供临床·基础·预防·护理·检验·口腔·药学等专业用）》共分5篇31章，包括
皮肤病学基础、皮肤病的治疗与美容、皮肤病学临床、性传播疾病、皮肤性病学与因特网。
与同类教材相比，全书在内容和编写方式上都有所创新，撰写了“皮肤病的外科治疗”、“皮肤美容
”、“系统性疾病的皮肤表现”和“皮肤性病学与因特网”等章节，还设有“英文小结（summary）
”和“国内外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的内容，以适应双语教学需求。
　　全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文字精练，配有适量图表，注重基础与临床的结合，强化临床思维的
培养。
　　《皮肤性病学（供临床·基础·预防·护理·检验·口腔·药学等专业用）》适用于临床、基础
、预防、护理、检验、口腔、药学等专业本科教学，亦可作为长学制医学生、研究生、临床医务人员
及科研人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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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腺体皮脂腺的腺体呈泡状，由多层细胞构成，周围有一薄层的基底膜带和结缔组织。
尚未发育成熟的腺体中，脂肪小滴积聚在中央部分的腺细胞内，以后逐渐发育成熟时，周围的细胞逐
渐有脂肪小滴积聚。
成熟的腺体不论在中央还是在周围细胞内均有较大的脂肪滴，核浓缩，胞质呈网状。
最后，细胞核固缩、消失，细胞破裂，胞质内脂肪滴与细胞碎片组成无定形物质，即所谓皮脂。
皮脂通过导管排至皮肤表面或毛囊内。
腺体最外一层的细胞多呈立方形，与导管的上皮细胞连续，此层细胞不断增殖，因此可不断地形成皮
脂。
（二）导管皮脂腺的导管由复层鳞状上皮细胞构成，向下与毛囊的外毛根鞘相连，向上则与外毛根鞘
或表皮的基底细胞连续，独立皮脂腺则与表皮或黏膜上皮的基底细胞连续。
三、小汗腺小汗腺又称外泌汗腺，有分泌汗液和调节体温的作用。
除唇、包皮内侧、龟头、小阴唇及阴蒂外，小汗腺遍布全身。
小汗腺可分为腺体和汗管两部分。
（一）腺体小汗腺的腺体由腺细胞、肌上皮细胞和表皮下基底膜带组成，中央有腺腔。
腺细胞有两种，即暗细胞和明细胞。
暗细胞较小，位于近腺腔的一面，围绕腺腔，胞质内有大的空泡和很多嗜碱性小颗粒，故染色暗而深
。
明细胞较大，位于基底膜带上，胞质内空泡较小，无嗜碱性颗粒，故染色淡而透明。
肌上皮细胞位于细胞与基底膜带之间，胞质染色呈嗜伊红性，其中有细的肌原纤维，有收缩能力，有
助于汗腺将汗液排人汗管内。
汗腺体的最外层是基底膜带。
（二）汗管汗管又称导管部，由两层小立方形细胞组成，细胞染色呈嗜碱性，周围无基底膜带，无肌
上皮细胞，管腔直径约15nm。
汗管于最深部和分泌部盘绕在一起，然后通过真皮向上，自表皮突下端进入表皮，在表皮中呈螺旋状
上升，开口于皮肤表面。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皮肤性病学>>

编辑推荐

《皮肤性病学(供临床·基础·预防·护理·检验·口腔·药学等专业用)》：全国高等学校医学规划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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