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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术年会征文通知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定于
!"#:

年
:

月
#"

(

#:

日在江西南昌前湖迎宾馆

召开
!"#:

全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术年会$ 此次会议将注重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病的新方法及

新的研究进展等方面的学术交流"内容密切联系临床"切合皮肤科医师的实际需求"会议将邀请知名

专家做特邀演讲"阐述皮肤科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现征文如下$

投稿要求$ !

#

#投稿内容%皮肤科各种基础研究论文&皮肤科临床诊断和治疗等方面的论文&典

型与疑难病例等'!

!

#投稿方式%中文全文和
:""

字以内的中文摘要"请通过电子邮件投稿"

>?@A3

%

MBUCFD#!I4,.?

$ 来稿请注明
!"#:

会议征文"截稿日期%

!"#:

年
$

月
;

日$ !

$

#会议交流形式%特

邀讲演&大会发言&分会发言&书面交流$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凤阳路
:#;

号"上海长征医院 )中国真菌学杂志*编辑部" 邮编%

!""""$

'

>

#

?@A3

%

MBUCFD#!I4,.?

'联系人%朱和平"电话%

"!#

"

=#==;;"#

" 手机%

#$I<#=#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