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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染性疾病对人民身体健康具有极大的威胁，各型病毒性肝炎、麻疹、伤寒、痢疾等经典传染病
目前仍是临床的常见病、多发病；此外，近年来不少已被控制的传染病发病率出现升高趋势，新发的
传染病也不断出现。
因此，传染病教学是培养合格医疗卫生人才的重要一环。
　　由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四川大学、同济医科大学6所院校的传
染病学专家共同编写的本教材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本教材具有如下特点。
　　1.对经典传染病的阐述系统、全面而重点突出。
本书共有8章和3个附录，包括总论、病毒性疾病、立克次体病、细菌性疾病、螺旋体病、真菌性疾病
、寄生虫病和其他。
内容涵盖了我国常见传染性疾病，对病毒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霍乱、血吸虫病等对我国人民健康
威胁较大的重要传染病的病原学、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均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有利于学生对我国主
要传染病有全面而系统的了解，并对我国常见重要传染病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以及诊断、治疗知
识有较深的理解。
　　2.对再发以及新发传染病均有涉及。
2003年新出现的急性传染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已被国家列入乙类传染病，本书有专门章节介绍；
此外，由于近年来国际恐怖分子有利用炭疽、天花等病原体搞生物恐怖活动的可能性，因而把原已删
除的“天花”重新列入，并在其他部分中增加了“传染病与生物恐怖”一节，有助于学生了解传染病
的最新动态以及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3.对临床常见的感染病及其相关综合征专门进行介绍。
结合临床实践，本书增设了深部真菌病一章，包括隐球菌病、念珠菌病和肺孢菌病；此外，在其他部
分对医院内感染、感染性休克、发热等疾病或临床情况均有系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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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我国常见传染病的病原学、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以及预防的
基本知识。
    全书共分8章3个附录，分别为总论、病毒性疾病、立克次体病、细菌性疾病、螺旋体病、深部真菌
病、寄生虫病和其他。
其他部分包括发热、医院感染、感染性休克、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抗病毒药物、抗寄生虫药物、临
床微生物学、传染病与生物恐怖。
该部分内容多为综合性资料、综合征或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为多种感染性疾病所共有。
此外，鉴于传染病学发展的新动态，一些新出现的传染病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也列入本书。
附录包括急性传染病的潜伏期、隔离期、观察期，计划免疫与预防接种，常见传染病的消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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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翁心华，男。
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2年7月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
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先后担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副主任委员，
上海医学会传染病学会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内科学会及热带病与寄生虫病学会副主任委员。
现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感染病杂志》主编，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内科（
传染病）重点学科带头人之一。
从事感染病的临床、科研、教学工作40余年，是国内著名感染病学家之一。
曾参与国家“863”、“973”、“十一五”攻关等多项重大传染病研究项目，在国内以及国际重要杂
志发表专业论文200余篇。
作为“囊虫病的诊断与治疗”课题研究成员获卫生部科学技术成果乙等奖，“对链球菌以及结核病的
研究”也分获上海市科学进步二、三等奖。
长期从事传染病学教学研究，主编或副主编多部《传染病学》教材，是第11、12、13版《实用内科学
》副主编，《现代感染病学》主编，并参加编写其他大型专业书籍20余部。
　　张婴元，女，教授、博士生导师。
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分配至该校附一医院（现华山医院）传染病科，1972年
至该院抗生素临床应用室继续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至今。
1984一1985年获世界卫生组织奖学金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附属医院进修临床药理。
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所长、内科（传染病）重点学科带头人之一、国家药品临床
研究基地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抗感染药临床评价及临床药理研究、细菌耐药性防治研究
。
擅长于感染性疾病诊治，包括疑难重危感染者的救治。
承担并完成有关感染病诊治、抗感染药合理应用及细菌耐药性防治等科研项目10余项，包括国家科技
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等。
科研项目获奖包括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
先后任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感染化疗学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副主编，
《中华医学杂志》、《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中国抗生素杂志》、《中国临床医学》编委。
数十年来从事医学本科生、研究生等的教学工作，培养博士及硕士研究生近20名，编写大型参考书8本
，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30余篇，指导研究生撰写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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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传染病的特征　第二节　传染病的流行病学　第三节　传染病的诊断　第四
节　传染病的治疗和预防第二章  病毒性疾病　第一节　流行性感冒　第二节　麻疹　第三节　水痘
　第四节　流行性腮腺炎　第五节　病毒性肝炎　第六节　脊髓灰质炎　第七节　流行性乙型脑炎　
第八节　流行性出血热　第九节　登革热和登革出血热　第十节　狂犬病　　第十一节　传染性单核
细胞增多症　第十二节　巨细胞病毒感染　第十三节　艾滋病　第十四节　天花　第十五节　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 第三章  立克次体病　第一节　流行性斑疹伤寒　第二节　地方性斑疹伤寒第四章  细菌
性疾病　第一节　白喉　第二节　百日咳　第三节　猩红热　　第四节　伤寒与副伤寒　第五节　细
菌性食物中毒　第六节　细菌性痢疾　第七节　霍乱　第八节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第九节　化脓性
脑膜炎　第十节　鼠疫　第十一节　布鲁菌病　第十二节　炭疽　第十三节　结核病　第十四节　厌
氧菌感染　第十五节　败血症第五章  螺旋体病　第一节　钩端螺旋体病　第二节　莱姆病第六章  真
菌性疾病　第一节　念珠菌病　第二节　曲霉病　第三节　隐球菌病　第四节　肺孢菌病第七章  寄
生虫病　第一节　阿米巴病　第二节　疟疾　第三节　弓形虫病　　第四节　日本血吸虫病　第五节
　并殖吸虫病　第六节　华支睾吸虫病　第七节　姜片虫病　第八节　绦虫病与囊虫病　第九节　包
虫病　第十节　类圆线虫病　第十一节　丝虫病　　第十二节　旋毛虫病　第十三节　钩虫病　第十
四节　蛔虫病　第十五节　蛲虫病第八章　其他附录1　急性传染病的潜伏期、隔离期和观察期附录2
　小儿各种预防接种实施程序表附录3　常见传染病的消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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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论　　由病毒、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体、细菌、真菌、螺旋体、原虫、蠕虫等引
起的疾病均可称为感染性疾病（infectious diseases）。
感染性疾病中具传染性并可导致不同程度流行则又称传染病（communicable diseases，contagious
diseases）。
显然后者具有特定的含义，是感染性疾病中的一部分。
传染病在人群中传播，常造成大流行，对人民生命健康和国家经济建设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传染病学是研究传染病在人体发生、发展、转归的原因与规律，探索正确的诊断方法和治疗措施
，促使患者恢复健康，并控制传染病在人群中发生的一门临床学科。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较长时期内，传染病流行面广、发病率高。
仅仅在几个世纪前，许多城市由于腺鼠疫流行而荒芜；人们因患天花而留下累累创疤；整个军队溃败
于霍乱和螺旋体病。
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及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及药学等迅速发展，人类与传染病的斗
争取得了丰硕成果，全球已于1979年消灭了天花，其他传染病的发病率与病死率也明显下降。
从全球看，有人认为世界医学模式已发生了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
但近年来，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一些已被控制的传染病又卷土重来，再次流行，甚至超出了原来的
流行程度，被称为“再出现的传染病”（reemerging infectiousdiseases）。
同时还出现了数十种新发的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特别是21世纪第1场瘟疫——严重急
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在全球的暴发流行令人惊心动魄。
因此控制传染病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仅是一个卫生问题，而且是一个严峻的社会安全问
题，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常备不懈，反复斗争方可收到预期的效果。
　　第一节　传染病的特征　　传染病的致病因素是有生命的病原体，它在人体内发生、发展的过程
与其他致病因素所造成的疾病有本质上的区别，感染性疾病具有的基本特征和临床特点与其他疾病有
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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