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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我国性传播疾病的流行与防治

◎陈祥生，姜婷婷

陈祥生，博土，tltI嗣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围疾病预防

控制rh心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曾在世界‘1j生组织和美刚家庭健康围际T作数年。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共同负责人，承担同家科技重大专项、闫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医

学科学院医学弓健康科技创新T程和国际合作项目lo多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和二等奖各一项。、在《I枷cet》、《I川1cet Infectious Djseases》、《Nature Mi(．r01)iology》

等scI收录杂志发表论文140余篇。曾任世界卫生组织々家委员会委员、国际性病

研究学会主席台委员、围际性病控制联盟执行委员等，现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华预防

阪学会皮肤病与性病预防与控制委员会副主委，以及《sexually T一·一med Diseases》《sen-a11y rl、ransmit—

te(1 In如(·t加s》和《Intematiollal Joul}1al of sTDs＆AIDs》编委等。2013年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2012年

度汀苏省有突出贡献的巾青年专家”。

[内容简介] 性传播疾病在我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通过上世纪

50～60年代的综合防控，我国于1964年实现了梅毒等性病的基本消灭。

然而，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性传播疾病在我国死灰复燃，并

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行。针对我国性传播疾病的流行，我国采取了一系列

防治策略和措施，特别是2010年我国下发了《中国预防与控制梅毒规划

(2010—2020年)》并通过“一个结合、两个体系和三查一规范”的策略在

全国范围内加以实施，取得了显著性工作进展和防治效果。

万方数据



·2·

·专家笔谈·

神经梅毒的诊疗与研究进展

@张瑞丽

张瑞丽，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比京协和I爰’’引皖医学博

十，博士后，美国华盛一颐大学访问学者，南京医科大学硕十研究生导师。中吲整形美

容协会中医美容分会常委，中国康复医学会银屑病学组委员，江苏省医学会J支肤性

病学分会性病学组副组长，江苏省医师协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皮肤感染学组委员，南

京医学会医学美学tj美容学分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l项，江苏省自然科

学摧金1项，市科技局科研基金1项。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项目、留学人才项目

及博{：后基金资助。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在scI收录圳j刊和国内核心期l；=Ij发表研究论著40余篇

[内容简介] 神经梅毒虽然通常是晚期梅毒的表现，但它可发生在梅毒的任何阶段。神

经梅毒临床表现复杂多样，包括无症状神经梅毒、脑脊膜神经梅毒、脑膜血

管梅毒、脑实质梅毒、眼梅毒和耳梅毒。虽然神经梅毒已经研究了70多

年，但由于梅毒螺旋体至今仍无法长期体外培养，其发病机制仍未阐明。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神经梅毒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本文就神经梅

毒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专家笔谈·

妊娠梅毒和胎传梅毒的诊疗与防治

@李姗姗，李晶晶，吴敏智，王千秋

王千秋，研究员(二级教授)，博十生导师；博士研究，fi学历。中国医学科学院皮

决病医院(研究所)、rfl罔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临床防治室主任。任中国

[内容简介]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脚。几emn po胧d“m，TP)引起的一种慢性、系统性的

性传播疾病，可分为先天梅毒(胎传梅毒)和后天获得性梅毒。先天梅毒

常常由妊娠梅毒引起。妊娠梅毒是指在妊娠期发现或发生的梅毒感染，可

通过胎盘传播影响胎儿。胎传梅毒和先天梅毒临床症状常常无特异性，易

导致漏诊。临床首选治疗为青霉素。本文将对妊娠梅毒和先天梅毒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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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床诊治现状及防治等内容进行综述，以引起大家对妊娠梅毒和先天梅毒的

重视，提高临床诊治水平。

梅毒治疗和疗效判断中存在的争议

◎徐金华

徐金华，主任医师，教授，博导。现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皮肤料主任，}：海

市皮肤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皮

肤科医师分会会长。入选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和上海市领军人才计划。获上海

市第二届仁心医者杰出专科医师奖。2叭8年狭第二届“围之名医·卓越建树”荣誉

称号。K期从事免疫性皮肤病、过敏性皮肤病和性传播疾病研究工作，发表论文·

百余篇，其中scT论文58篇。“系统性红斑狼疮免疫治疗新策略”项目获2叭5年I：

海医学科技奖-等奖。主编《现代皮肤病学》和《性传播疾病》专著各一部。

[内容简介] 梅毒是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性传播疾病，对人类健康影响巨大。目前国内外

有多个指南对梅毒的诊治提出具体推荐方案，然而人们对于该病尚缺乏深

入的研究，因此在很多方面还无法达成共识。青霉素仍是梅毒治疗的首

选，无法使用青霉素的患者可选用头孢曲松和多西环素，而在青霉素和非

青霉素的具体治疗过程中各自仍存在不少问题。梅毒疗效判断中血清固

定的定义、机制、危险因素以及处理仍是争议的焦点所在。

·专家笔谈·

梅毒血清固定最新研究进展

@杨怡兰，周平玉

周平玉，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医学博：|：，日前为同济大学教授，博导。上海市皮

肤病医院性病科及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性传播疾病临床及基于临床的基础研究，

为卜海市领军人才并获“圈务院特殊津贴”、全国卫生系统先进T作者，获得首瞒罔

家名医盛典“【闽之名医卓越建树”奖。国际任职：wHo性病专家组专家；国际抗性

传播感染联盟(Ius’r：1)东i雌电Ⅸ副主席；国际抗性传播感染联盟(IusTI)执委；刚内

主要任职：上海市性病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上海市性传播疾病专业技术检测平

台主任；上海Ii丁皮肤病研究所剐所长。

[内容简介] 梅毒血清固定是患者抗梅毒治疗后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在规定的随

访时间内持续阳性的一种特殊血清学现象。梅毒血清固定在临床常见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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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其机制迄今不明。多数研究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可能与机体的免疫失衡

相关。深入研究梅毒血清固定发生的相关因素及其发病机制将有助于临

床医生判断患者预后，避免过度治疗和治疗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

意义。

淋病的诊疗

@蒋法兴，王千秋

[内容简介] 淋病是由淋球菌感染引起的常见性传播疾病。近5年来，我国的淋病发病

率仍有轻微的上升。没有及时治疗或治疗失败的淋病可以感染盆腔或附

睾，造成不育等严重的并发症。淋病的诊断需结合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和

实验室检查。核酸扩增试验和／或培养是诊断淋病的重要依据。在我国头

孢曲松仍然是治疗淋病的最有效的药物，我国新的指南推荐治疗无并发症

淋病头孢曲松剂量为lg。

·专家笔谈·

耐药淋球菌的流行、防治与展望

◎陈绍椿，张瑾，王千秋，尹跃平

陈绍椿，微生物学博士，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研究所)、中围cDc性病

控制中心参比实验室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兼职副教

授、硕士生导师，美国Emory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江苏省第五期“333高层次人才培

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人才。主要从事性病实验室检测、病原微生物学等研究工作，

主要方向为淋球菌耐药相关机制及分子流行病学。现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青委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皮肤病与性病预防与控制专委会委员，江苏省微生物

学会理事，江苏省医学会皮肤性病学组委员。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青年基金，江苏省白然基金面上项目，

江苏省高层次卫生人才科研项目，北京协和医学院青年基金，作为技术骨2l二参与了科技重大专项等10

多项课题的研究1二作。共发表学术文章40余篇，其中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scI文章14篇，累计影响因

子超60。

[内容简介] 淋球菌耐药问题是性传播疾病防控中面临的巨大挑战，近年来在世界范围

特别是在我国流行的头孢菌素耐药克隆的出现使耐药问题更加严峻。为

更好了解耐药淋球菌的流行现状，控制其进一步传播，本文将对耐药淋球

菌的流行状况、一般耐药机制以及临床治疗和耐药监测的防治策略展开讨

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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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的诊疗

◎郑嘉敏，刘全忠

刘全忠，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皮肤病与性病学科主任，二级教授，博二L生导师，

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病性病临床、教学和科研38年，学科领域：皮肤病与性病学。

主要研究方向为：性传播疾病、化妆品皮炎。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常委；卜二届

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性病学组第卜二、

十二i、十百届组长；天津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Ffl华皮肤科杂志副

总编；中华皮肤性病学分会生殖道衣原体感染研究中心首席每家；中国衣原体研究

学会二芒席；主持困家fI然科学基金、文化部和天津市科委等基金项目9项，获省部级科技成果5项，国家

发明专利5项；著作14部，其中教材和指南3部；发表论文219篇，其r|一SCI 33篇。

[内容简介] 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是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以相当一部分感染者无临

床症状或临床症状不特异，而一部分患者持续感染及复发为特点，其诊断

主要依据病史、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其治疗以抗生素的使用为主，而

针对衣原体持续感染的治疗有待探索。

·专家笔谈·

细菌性阴道病的诊疗进展

◎刘家秀，李玉叶

李玉叶，博士，教授，博导，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云南省

医学领军人才，云南省f|，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云南省性传播疾病创新蚓队带头人，

云岭名医，云南省突¨j贡献优秀々业技术人才，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中青

年医师奖获得者，t卜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全国委员，巾国医师协会感染性皮肤

病专业委员会副组长、性病学组委员，巾困中两医结合学分会性病学组委员，云南省

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厶南省医师协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副主任等。

《皮肤病与性病》杂志主编，《中华皮肤科杂志》、《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审稿专家。主持国家自然基金

3项，主持云南省基金等20余项。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l项、三等奖3项，云南省卫牛科技成果奖

一等奖2项。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scI收录20余篇)，主编专著4部，副主编l部。

[内容简介] 细菌性阴道病(BV)是一种常见且可治疗的疾病，他与正常的阴道茵群失

调有关，在女性的下生殖道疾病中最为常见。对患者的自尊、性生活和整

体生活质量都造成影响。因此规范化的诊疗尤为重要。本文将通过对各

国指南及最新调查研究进行总结，对BV的规范化诊治提供参考。

Q一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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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笔谈·

尖锐湿疣的诊疗、复发与判愈

◎程浩

程浩，教授，主任医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皮肤科主任，博士±E导

师。在德国学习r作数年。从事皮肤病临床教学临床科研数十年。对性病、淋病发

病机制及防御有一螳研究。发表scI论文和国内核心期刊几十余篇。承担多项国

家自然基金课题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发【纠专利3项。糟获浙汀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1i程培养对象、卣‘批浙江省卫生创新人才。社会兼职：中同

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性病与感染号委会副主任

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规范化诊疗T作委员会委员、中同康复学会皮肤病专委会常委、浙

汀省医学会皮肤性病。Z：分会副主委、浙江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副主委、浙江省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师

分会剐会长、浙江省免疫学会肿瘤免疫与t卜物治疗分会常委、浙江省性学会皮肤性病分会委员、浙江省

降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理事、浙江省麻风防治f办会理事。

[内容简介] 尖锐湿疣(condyloma acuminatum)也称肛门生殖器疣(anogenital warts)，

是由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主要由HPV6型和11

型感染引起，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肛门生殖器皮肤粘膜疣状增生性病变。该

病突出的问题是全球发病率高、容易传染且治疗后复发率居高不下，极大

地影响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和经济负担。本文将对尖锐湿疣的诊断、

治疗方法、复发及判愈等方面的现状与进展做阐述。

·专家笔谈·

生殖支原体感染的诊疗进展

◎苏晓红

苏晓红，主任I失师，博士生导师，tf『斟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性病科．主任。中国

医师协会皮肤科医帅分会性病业冬‘、№委员，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性病防治号业

委员会委员，巾罔康复医学会皮肤病康复々业委员会性病学组委员，-”华皮肤科杂

志和旧际皮肤性病学杂志编委。负责制定：卫生部行业标准“性病性淋巴肉芽肿诊

断”，参1j制定梅毒、淋病、生殖器疱疹及软下疳诊断标准。主要研究方向为淋球菌

和生殖支原体感染的分子流行病学、耐药性及耐药机制研究．

[内容简介] 生殖支原体是一重要的性传播感染病原体，可引起男女性生殖道感染病

症，如男性非淋茵性尿道炎和附睾炎，女性宫颈炎和盆腔炎，并且与自发性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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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产和早产相关。生殖支原体感染的诊断和治疗面临着诊断试剂及检测

条件的可获得性以及生殖支原体耐药性上升的挑战，本文就近年来有关生

殖支原体感染的流行病学、诊断、耐药性和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外阴阴道念珠菌病的诊疗

◎李筱芳

李筱芳，女，医学博h主任医师。现任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资源管理1j利用研

究分会委员，中华预防医学会皮肤病与性病预防与控制擘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会委

员，rft同医师坍会皮肤科分会真菌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真菌学组

委员，汀苏省医师协会皮肤感染组副组长，江苏省医学会微生物与免疫学分会委员，

江苏省医学会皮肤性病分会真荫学组委员。长期从事皮肤病学及医学真菌学基础

‘j临床研究jr作，侧蕊于真菌病的诊断以及对重要病原fC菌的致病机制和抗真菌药

物的研究，曾先后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于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汀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

和省部级课题。

[内容简介] 外阴阴道念珠菌病是临床常见的生殖道感染性疾病，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

响较大。现有的治疗手段包括局部和系统用药，对防止复发作用都较有

限。对于迁延不愈的病例，应结合患者的易感因素和药敏等实验室检查结

果来确定治疗策略。纠正阴道微生态平衡和免疫治疗将为顽固难治的病

例提供新的治疗途径。

·专家笔谈·

阴道滴虫病的诊疗

◎庄雅云，刘乖丽，李玉叶

[内容简介] 阴道滴虫病是一种由阴道毛滴虫感染引起的以泌尿生殖系统症状为特征

的性传播疾病，临床较为常见。阴道毛滴虫可引起女性阴道感染、盆腔炎

及妊娠不良结局，还可增加HIV感染的风险。本文综合各国诊疗指南和

最新研究，以期为临床医生规范诊疗阴道毛滴虫病提供帮助。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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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与艾滋病共感染的防治与研究进展

@郭琛烨，伦文辉

伦文辉，男，医!挲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皮肤性病科／医学美容科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医学部研究生导师，中国

医师协会皮肤科分会委员，北京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北京中两医结合学会

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学会激光分会美容整形学组委员，北京巾医药学

会的一届中医应急一T：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艾滋病性病杂志常务编委，实用皮肤

病学杂志编委，中同性学会理事，曾经在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和英

_喃 ，

一’

国牛津大学wIMM研究所访问学者，先后获得教育部归同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北京市人事局优秀归国

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十划、北京市“十百千”人才培养计划，北京市卫生系统高层次

人才‘培养计划的资助。

[内容简介] 由于共同的感染途径，HIV阳性患者经常与其他性传播疾病合并感染。现

有研究已证明了艾滋病病毒同部分其他性传播疾病具有双向促进的关系，

包括生殖器疱疹，梅毒，淋病，尖锐湿疣，衣原体感染等。HIV可能影响其

他性传播疾病的临床表现，治疗结果和进展；同时其他性传播感染的存在

可以通过扰乱粘膜屏障或增加生殖道中易感免疫细胞的存在来增加对

HIV的易感性，从而增强HIV的传播性，HIV感染者合并其他性传播疾病

是HIV病毒二代传播的风险因素。

·专家笔谈·

男，l生同，I生，l生行为者的，I生传播疾病

@杨立刚

杨立刚，主任医师，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性病科主任，广东省性病诊疗质量

控制中心常务副主任，美国北卡罗莱大学客座教授。本科及研究生分别毕业于中山

医科大学六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及英困伦敦大学学院(ucL)。从事皮肤性病临床、防

治及科研30年。曾任世界卫生组织(wH0)西太区性病防治顾问，并应邀为周边多

个国家及地区提供医疗技术顾问T作。参与国家梅毒等多个国家标准及诊断治疗

指南制定，参与多项美同、欧盟等同际合作研究项目。主编书籍一部，发表皮肤性病

相关学术论文多篇。

[内容简介] 男男性行为(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是指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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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男性，而不管他们自我认定为何种性取向。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免疫缺

陷病毒(Human immunod面ciency vims，HIV)在MSM人群发现并逐渐流行

后，MSM人群HIV及相关性传播疾病(以下简称性病)日益受到关注。在

多个国家和地区，MSM人群性病感染率高于大众人群，因此也被认为是感

染性病的高危人群。近年来，新的交友软件使得MSM人群寻找临时性伴

更加方便高效，而暴露前后使用抗病毒药物预防HIV感染的同时，也增加

了MSM人群感染其他性病的风险。在缺乏有效疫苗情况下，为MSM人群

提供便捷的临床服务，使用敏感的检测方法在高危MsM人群定期筛查性

病，提高性病检测率，开发可以同时预防性病及HIV的暴露前后预防药

物，以及推广安全套使用，仍然是控制性病在MSM人群中流行的主要

策略。

常见性传播疾病实验室检测技术研究进展

@陈绍椿，韩燕，张瑾，刘经纬，徐文绮，陈凯，郑晓丽，周潜朱小宇，王峰，

吴敏娟，翟云霞，尹跃平

[内容简介] 性传播疾病是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我国重点防控的传染性疾

病。性病实验室检测是性病防治策略与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能够为

性病诊断和疗效评估等临床服务提供重要的支持，而且也是开展性病流行

病学监测、评估防治效果和开展科学研究等的有效手段。为了更好地了解

性传播疾病实验室检测技术，本文将对我国重点防控的性传播疾病，包括

梅毒、淋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以及生殖支原

体感染等常见性病的检测技术及其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和讨论。

广告目次⋯⋯⋯⋯⋯⋯⋯⋯⋯⋯⋯⋯⋯⋯⋯⋯⋯⋯⋯⋯⋯⋯⋯⋯⋯⋯⋯⋯⋯⋯⋯⋯⋯⋯⋯⋯⋯⋯⋯⋯⋯⋯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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