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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的成人教育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中医药学作为我国成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医药人才
队伍建设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但时至今日，我国尚无专供中医药成人教育尤其是全日制中医药成人教育使用的系列教材，而统编教
材和其他类教材，无论从内容还是要求上都难以切合成人教育自身特点，不能较好满足成人教育当前
教学、临床、科研工作的需要。
为了提高中医药成人教育教学质量，促进中医药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在广泛调研和多方论证的
基础上，组织了多年从事中医药成人教育教学工作的一线教师和有关专家，着手进行了适应于医学院
校中医药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成人教育教学需要的系列教材的研究与编写工作。
本套教材紧扣成人教育特点，遵循成人教育规律，编写过程中，注意把不同的学科置于中医和中西医
结合整体学术体系中，注重经典著作、基础理论和临床学科之间的合理衔接，力求避免学科的割裂和
内容的重复，从而体现中医、中西医结合学术体系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教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正确处理继承和发扬的关系，在重点介绍具有实用价值的传统中医药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的同时，适当吸收了新中国成立50年来中医药研究的新进展、新技术和新成果，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方面，根据新形势要求，从课程性质、任务出发，注意构筑中医药成人教育人才
知识与能力素质结构，强调科学思维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为便于成人学员更好地自学自修、掌握课程重点内容、理解难点疑点问题、全面检查学习效果，教材
在每章节增列了目的要求、重点内容及复习思考题，教材后还附有2～3套模拟试题及答案。
全套教材计有中国医学史、中医学导论、中医藏象学、中医病因病机学、中医防治学、中医诊断学、
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科学
、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医肛肠病学、中医皮肤病学、针灸学、推拿学、内经教程、伤寒论教程、金匮
要略教程、温病学、中医各家学说、中西医结合内科学、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学、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中西医结合急症学、中西医结合传染病与流行病学、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路与方法学、中药药理学
等31门。
此外，根据国务院国发[1993]39号《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这两种药品已停止供药用
，本套教材中古医籍或方剂涉及这两药时，仅供参考，建议使用其代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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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供成人教育中医药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使用的教材。
全书分16章，系统介绍了中医皮肤病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基本知识、常见病及部分多发的疑难
病证的诊治方法。
具体疾病论述中，注意选用疗效可靠的古今名法、名方，突出了临床实用性。
各病论述之后适当选录了古今名医验案及现代研究成果，力求做到传统性、继承性和先进性、时代性
的统一。
    本书可供成人教育中医药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学生使用，也可作为自学考试应试人员、广大中医
药专业工作者以及中医药爱好者的学习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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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皮肤病中有许多传染性疾病，如麻风、浅部真菌病、化脓性皮肤病，以及职业性皮肤病，必须重视对
这些疾病的预防，以阻止传播。
对过敏性皮肤病首先应当寻找致敏源，从而避免接触这些物质，是十分重要的防治措施。
诸如疥疮的具体治疗方法、癣的涂药方法，本身就是防治结合，是完整统一的治疗体系。
所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一个重要原则。
其他如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讲究卫生，均是防治皮肤病的重要内容。
6.2 皮肤病的预防医治皮肤病，应以预防为主，预防可有效降低其发病率，达到基本控制或者消灭某些
皮肤病的目的。
（1）讲究卫生大力开展卫生活动，养成勤洗澡、勤换衣、勤理发、勤剪指甲等好习惯，经常保持皮
肤的清洁卫生。
还应搞好环境卫生，消灭蚊、蝇、虱、臭虫等害虫及其孳生地。
这是预防由这些害虫传播而致的皮肤病的有力措施。
（2）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者对于传染性皮肤病，应积极治疗，消灭传染源，切断
传播途径，保护易感者。
如传染性麻风患者是麻风病的传染源。
性病的传播途径是不洁性交。
儿童和免疫缺陷者是易感人群。
在预防上应积极治疗患者，予以隔离，并对流行区儿童或密切接触者，通过预防服药等措施，以增强
其抗感染能力。
（3）寻找病因，加以避免对于某些过敏性皮肤病，如药物性皮炎、接触性皮炎，应尽量找出过敏源
，让患者避免再次用药或接触致敏源。
禁用有关的致敏药物。
（4）加强职业性皮肤病的防护对皮肤有损害的厂矿企业，应改善工作环境、生产设备、优化操作过
程，加强保护性措施，提高自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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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医皮肤病学》是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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