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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卫生部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建立我国专科医师培训和准人制度”的研究，正向纵深
发展，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硕果；现已进入专科医师培训试点实施阶段，经卫生部批准的试点基地已陆
续启动，面向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招收培训人员。
为推动规范化专科医师培训工作的进程，贯彻落实“专科医师培训标准”的要求，确保高质量、高水
平培训效果，中国医师协会、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共同策划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撰写了首套“全
国专科医师培训规划教材”，涵盖了18个普通专科和16个亚专科，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编制
分册与读者见面。
本套教材，结合国情和地区特点，紧紧围绕“专科医师培训标准”，以提高实践技能和临床思维能力
为主线；内容新颖与实用结合，突出实用性；编写体例链接学校教育教材，又凸显区别；编著队伍由
资深专家、中青年医师组成，颇具活力；加之严格审稿制度，保证了编写质量。
相信本套教材问世，无论对指导教师还是对参加专科医师培训人员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实为不可
多得的良师益友。
同时也充分体现了行业协会配合卫生部工作，忠实履行行业职责，为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专科医师作出
应有的贡献。
谨此，衷心感谢为本套教材付出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出版社和编辑人员。
本套教材编写人员多，时间紧迫，误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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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按照大纲的要求，结合我国皮肤性病学科广大基层工作者的实际情况，在内容上由浅入深、循
序渐进。
从接触患者的门诊病史采集开始，按部就班，做到规范。
在各论的疾病讨论中，就疾病作简短概述之后，从具体病例着手，按照循证医学方法，对患者的检查
、诊断、鉴别诊断和治疗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提出疾病的防治方法，正如上级医师查房时在患者床旁
给下级医师分析病情一样，使读者印象更深。
另外，不少作者还配合提供了精心珍藏的宝贵病例和组织病理照片，使读者有更为直观和形象的了解
，也更便于理解书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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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节  皮肤性病科门诊病历的书写要求皮肤性病科门诊病历的书写除了必须符合门诊病历书
写的总体要求外，还应根据专科的特殊要求进行询问和检查，并以准确的专业术语进行重点描述。
（一）主诉主诉是促使患者就诊的主要症状和体征及其持续时间，应简明扼要并有明显的意向性，能
正确地反映疾病的主要特征。
应突出皮肤损害的部位、性质特征（原发皮损及继发皮损）、自觉症状，尽可能地引用患者语言来表
达此次就诊的直接原因及自觉症状，如为转诊患者，仍以最初的主诉为主。
主诉多于一项时，应按其发生的先后顺序分别列出。
（二）病史对病史要全面、详细地了解，除现病史、既往史、家族史外，还应包括年龄、性别、籍贯
、种族、职业及婚姻等一般情况。
1.现病史现病史是记录患者发病至就诊前的详细过程。
主要了解患者与本次疾病有关的情况。
（1）疾病发生与发展情况：疾病开始出现的时间和诱因，皮损初发部位及特点，疾病进展及演变情
况，促使疾病好转或加重的原因。
在描述皮损时要特别注意各种原发或继发皮损的特点，根据病情正确应用专业术语描述。
如面颊部皮疹，若考虑SLE可能，就有必要询问有关SLE的其他可能症状，包括雷诺现象、光过敏、脱
发、口腔溃疡及关节痛等。
由于药疹和病毒疹是泛发性丘疹、斑疹性皮损最常见的原因，所以应仔细了解患者的用药史及病毒感
染的有关症状，如发热、乏力、上呼吸道及胃肠道症状。
（2）症状：包括局部和全身的自觉症状及其程度。
全身症状主要有发热、乏力、肌肉酸痛、体重减轻等，局部的症状主要是瘙痒、疼痛、麻木、干燥、
灼热等。
（3）诊治情况：曾在何时、何地就诊，诊治过程、疗效及不良反应，对治疗反应要详细分析，如对
氨苯砜治疗无反应，就不可能是疱疹样皮炎。
在体检后若对诊断仍不能确定，有必要反复询问，有些患者在多次询问后才会想起用药情况。
如考虑为药物所致，则要询问近期用药情况，特别是抗生素和解热镇痛药的名称、服药时间。
在获得初步病史后，要考虑可能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这需要进一步了解有关的病史，包括更详细的现病史，鉴别诊断中的阳性及阴性症状，以及过去史、
系统回顾、家族史、个人史等。
2.既往史患者曾患何种疾病，有无类似病史，有无变态反应史、刺激性物质接触史以及与皮肤病发生
相关的病史。
如考虑类脂质渐进性坏死，应进一步了解是否有糖尿病史；如考虑胫前黏液性水肿，需询问有无甲状
腺病史。
特别要询问药物过敏史及局部或全身用药史，这对皮肤病诊断有重要意义。
由于药物几乎可引起各种类型的皮疹，因此在鉴别诊断时，有必要排除药疹的可能。
有些药物还可出现交叉过敏现象。
3.个人史包括生活和饮食习惯、嗜好、职业、旅游、月经、婚育、有无冶游史等，儿童应注意生长发
育及智力情况。
对有些疾病而言，了解个人史常有助于诊断，如烟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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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皮肤病学》供专科医师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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