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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

新发传染病学教学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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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是当今世界范围内引起人类死亡的重要

原因，人类正面临着与传染病斗争的新形势。新传

染病的出现、老传染病的复燃、病原体对抗菌药物耐

药性的增加，构成了对人类健康的巨大威胁，使临床

工作和高等医学教学面临新的挑战，已引起国际医

学界的极大关注。２００３年发生在我国及东南亚各

国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ＳＡＲＳ）暴发流行，近年

来引起全球恐慌的禽流感疫情及２００９年全球暴发

的甲型Ｈ１Ｎ１新型流感流行再次警示人们应高度

重视“新”传染病的出现和“老”传染病的死灰复燃。

１　《传染病学》专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未来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材培养是成功的关键。然而，目前国内高等医学

院校在《新发传染病学》课程的教学方面尚未起步，

广大临床医学生普遍缺乏“新发传染病”相关知识的

系统培训，普通民众包括广大医务人员对于“新发传

染病”相关知识的获得往往来源于各种报刊、相关医

学杂志和专业网站，其内容既不系统，也不全面，更

谈不上专业性、权威性和可靠性。这种现实不仅不

利于工作在传染病防治第一线的医疗、卫生工作者

及相关科研人员及时获得相关“新发传染病”的防治

知识，还将导致我国广大医学生及年轻的医疗、卫生

工作者对各种新传染病的出现从思想上和知识结构

上缺乏必要的准备，使我们在将来与传染病的斗争

中处于不利地位［１］。我国《传染病学》专科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２方面。

１．１　新发传染病学教材的缺乏 　迄今为止，我国

尚无一部全面、系统的介绍新发传染病有关知识的

专著或教材。目前，我国高等医学院校普遍使用的

全国统编教材主要为：李兰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传染病学》；杨绍基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出

版的《传染病学》，这些传染病教材主要是介绍长期

以来威胁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传统的、常见的传染

病，注重学生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培养。

１．２　教学内容的缺陷与不足　由于受教学大纲、教

学时数和规划教材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我国高等医

学院校在传染病学专科教学过程中通常以全国统编

教材《传染病学》为蓝本，注重介绍传统的、常见的传

染病，而对于国内外新近流行的或有引起流行潜在

可能的各种“新发传染病”重视不够，广大临床医学

生普遍缺乏“新发传染病”相关知识的系统培训。

２　新发传染病教学改革的探索

２．１　早在１９９８年，范学工等根据当前国内外传染

病流行的最新动态，主编了《临床新传染病》。该书

出版以来，一直被用作我校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七

年制、专升本等各系列临床医学生及临床研究生的

教学参考书和辅助教材，在我校临床医学教育中发

挥了重大作用。

２．２　２００３年“非典”流行期间，范学工等主编了《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手册》，全面、系统地介绍了

ＳＡＲＳ流行的国内外动态、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及诊

断、治疗和预防知识，在我国的ＳＡＲＳ防治中起了

积极的作用。

２．３　２００７年范学工等主编出版了国家“十一五”规

划教材《新发传染病学》，该书系统地介绍了近２０年

来全球新发现的十余种传染病的发现历史、病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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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发病机制、临床特征、诊断方法及治疗与预防

措施，以及某些老传染病重新肆虐的社会因素分析

和细菌耐药与抗菌药物应用的新观点。该书的出版

发行，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内容，有助

于医疗、卫生工作者及各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生们

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国内外有关新发传染病的

基础和临床知识以及最新进展。

２．４　多年来，根据当前国内外新传染病流行的最新

动态，我校对临床医学五年制《传染病学》专业课程

的讲授内容作了相应的调整。例如在讲授“霍乱”、

“细菌性痢疾”等传统的传染病时，穿插讲授“Ｏ１３９

霍乱”和“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Ｏ１５７∶Ｈ７感染”等新

传染病内容。理论课增加了“绪论”（让历史作

证———从鼠疫到ＳＡＲＳ）这一新内容，主要介绍传染

病的历史、现状以及若干基本概念，要求医学生们以

发展的眼光看待传染病的流行，在重视“传统”传染

病防治的同时要密切关注新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２．５　２００９年开始，在我校七年制、八年制等长学制

学生中开设了《新发传染病学》课程，讲授内容包括

“幽门螺杆菌感染”、“禽流感”、“埃博拉出血热”、

“朊毒体病”、“Ｈ１Ｎ１甲型流感”等专题。通过《新

发传染病学》课程的专题讲授，不仅丰富了学生的传

染病学知识，而且使学生正确地认识到人类与传染

病斗争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深受学

生好评。

３　新发传染病学教学改革的规划

３．１　继续在中南大学临床医学七年制、八年制等长

学制学生中开展《新发传染病学》课程的教学实践；

在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传染病学》教学中，结合国

内、外传染病流行的最新态势，穿插讲授某些新发传

染病的内容。

３．２　了解学生对《新发传染病学》教学的态度、意见

及建议，课程结束后，以考试或考查的形式了解教学

效果。

３．３　通过２～３年的教学实践，提出《新发传染病

学》教学的经验、教训及改进的方向，并根据国内外

传染病流行的新形势及《新发传染病学》教学经验，

及时改编２００７年出版的《新发传染病学》，使其更适

应新发传染病流行的现状和教学需要。

３．４　３～５年内在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临床医学教育

中普及《新发传染病学》教学。为解决教学课时与教

学内容之间的矛盾，可以考虑适当精简某些传统传

染病的教学内容，也可以将某些新发传染病的教学

内容以教学讲座的形式讲授。

３．５　《新发传染病学》的教学不仅要在高等医学院

校在读学生中开展，而且要将其列为毕业后继续教

育的内容，例如在全国及各地、州、市感染病专业委

员会学术年会中进行“新发传染病”的系列讲座等，

将有利于各级临床医生更新知识结构，及时了解国

内外传染病流行的最新态势和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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