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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得搞清楚什么是牛市！白癜风会不会传染给他人
呢？-股识吧

一、白癜风与家人接触会不会传染呢？

建议：你好，关于白癜风与家人接触会不会传染来说，我国古医书中称白癜风为"
白癜"、"白驳风"。
白癜风，又称白蚀症，是皮肤科的常见病，主要临床表现为皮肤出现局部色素脱失
，产生白斑，然后逐渐扩大蔓延，白癜风皮损特征是大小不等、形态不一、数目不
定的色素脱失斑，初发时为一片或几片色素减退斑，界限不清，随病情发展逐渐扩
大为色素脱失斑，乳白色，白斑界限清楚，其周围皮肤有增多的现象，白斑中可见
色素岛。
由此可见，白癜风是由于皮肤表皮下的黑色素脱失引起的白斑症状。
皮肤黑色素存在于皮肤及毛囊内的黑色素细胞内。
黑色素细胞产生的黑色素在酪氨酸酶的作用下，由酪氨酸酶转化为多巴（DoPa）
，再经一系列复杂的生化过程而生成。
当这个过程发生障碍时（例如黑色素细胞内酪氨酸酶中的铜（cu++）减少或硫氢
基（---SH增多）导致酪氨酸酶活性减少，甚至消失，继而使黑色素生成减少、消
失，医学上通常把这种病变叫色素脱失，脱失的结果使得局部皮肤呈白斑样。
根据白癜风的行成情况可以看出，白癜风是由于后天皮肤内的黑色素形成发生障碍
从而引发局部白斑的症状。
白癜风是由于自身情况所引发的没有传染源。
这样就可以分析出，其实白癜风是不传染的。
祝您早日康复！

二、白癜风会不会传染给他人呢？

白癜风只是外观不美观，但不会传染，任何和患者接触的行为都不会感染白癜风，
大家尽可放心。
何为传染病?传染病是由各种病原体引起的能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或人与动物之
间相互传播的一类疾病。
而白癜风是由于局部黑色素明显减少或缺失而引起的皮肤，黏膜和毛发色素脱失性
改变，并不具备病原体，因而白癜风没有传染性。
不同的病情，白斑部位黑色素缺失程度不同，治疗费用也是不同的，像您的情况，
需要到白癜风专业治疗白癜风的科研机构检测出发病诱因及白斑部位黑色素缺失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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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后才能知道。
对于白癜风的治疗，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加强综合性心理治疗十分重要。
首先应消除各种不良刺激因素，改善精神状态和不良的生活，工作环境，保持良好
的心理，增强自身免疫功能，早防，早治，则疗效较好。
治疗时主要应查明病因，再针对不同的病因对症治疗，如有微循环障碍，应加强身
体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并可采用活血化瘀中药治疗。
增强免疫功能的药物较多，但每种药都会有一定的适应症，患者可适当的根据病情
选用。
对于面颈部白风，要避免使用增白类化妆品，忌服维生素C类药物，少食用西红柿
等。
如能早期发现病灶，应及早治疗，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正规诊疗，是可以治愈的。

三、为什么有的人缺少人性？

你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可是打倒了好多人。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什么叫人。
可能有的人觉得我故弄玄虚，人嘛，谁不知道，没有羽毛，两脚直立，会讲人话的
不就是人吗?是的，这个说法几千年有个柏拉图的弟子就提出过。
但是，人的定义就是这样的吗?我们把一只鹦鹉拔去毛，让它站起来说：你好，I
am Polly。
那它就是人了么?显然不是。
个人认为，人之所以能区别于其它动植物，成为万灵之长，主要是人产生了思维，
有自己的意识。
而其它动植物，即使聪明如狗，机智如猴也不具备这个能力。
所以，思维是人区分其它事物明显标志。
说完人的定义，我们再来说一下人性的定义。
人性，我以为是人的性格特点，人的特性。
刚才说了，人是有思维的，但每个人的思维又不一样，于是诞生了形形色色的人。
他们以近似的信仰和人生信条，生活在相近的圈子里，就形成了社会。
同样，社会也是有性格特点的。
但我们按照大家都能接受的准则给社会进行定性，就形成初步的人性，而违反这些
准则的我们称为没有人性。
所以，人性是什么，人生是社会共识，是道德准则。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人类越发对利益有更高的诉求。
为了利益 他们不惜破坏社会共识，违法道德准则，这就是没有人性。
很显然，利益的趋势下，这样的人一直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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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要说的是，遵守社会共识和道德准则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的基础。
我们这个社会依然存在，说明大多数人还是愿意遵守的。
那些违法道德准则，失去人性的人必将被社会淘汰。
所以，什么人确实人性，利欲熏心的缺失人性，缺德的缺少人性。
希望我的回答你能满意。

四、白癜风会传染吗？怎么治好？

用哲学观点评论“狼孩是人 狼孩是人？估计应该是“狼孩不是人”。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狼孩脱离了人类社会，没有经历社会化过程，因此不是真
正的人。
要想评论这个观点，我们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人，如果连人是什么都没搞清楚，那
你就没法说狼孩究竟是不是人。
人类对自己的理解迄今为止有三个理论支撑点，即生物学、社会学、哲学，这里我
只从哲学的角度去举例说明下（事实上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类能够准确
地回答，所以我只能举例）：“人是什么”即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同“某物是什
么”这类认识论问题不同.“某物是什么”以及我们关于某个事物的定义，并不影
响该物. 对“马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任何解答都不影响马的行为. 但“人是什么”这
个问题则不同，它深刻地影响到人自身，影响到人的行为.“自我认识是我们存在
的一部分.”因而与其说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伦理问题、价值问题. 
再比如，牛是什么这个问题，它不是牛自己提出来的，而是动物学家即人提出的，
所以牛永远是牛，它不会问牛是什么，而人则不同。
那么从这方面来定义，显然狼孩不会问我是什么以及我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所以他
不是人，他永远只能是我们口中的狼孩，而不会是其他的某某人。

五、狼孩算人吗？

用哲学观点评论“狼孩是人 狼孩是人？估计应该是“狼孩不是人”。
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狼孩脱离了人类社会，没有经历社会化过程，因此不是真
正的人。
要想评论这个观点，我们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人，如果连人是什么都没搞清楚，那
你就没法说狼孩究竟是不是人。
人类对自己的理解迄今为止有三个理论支撑点，即生物学、社会学、哲学，这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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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从哲学的角度去举例说明下（事实上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类能够准确
地回答，所以我只能举例）：“人是什么”即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同“某物是什
么”这类认识论问题不同.“某物是什么”以及我们关于某个事物的定义，并不影
响该物. 对“马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任何解答都不影响马的行为. 但“人是什么”这
个问题则不同，它深刻地影响到人自身，影响到人的行为.“自我认识是我们存在
的一部分.”因而与其说这是一个认识论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伦理问题、价值问题. 
再比如，牛是什么这个问题，它不是牛自己提出来的，而是动物学家即人提出的，
所以牛永远是牛，它不会问牛是什么，而人则不同。
那么从这方面来定义，显然狼孩不会问我是什么以及我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所以他
不是人，他永远只能是我们口中的狼孩，而不会是其他的某某人。

六、白癜风传染吗？白癜风在哪里治疗

首先我们搞清楚什么叫传染。
传染又称感染，是病原体对人体的一种寄生过程。
白癜风是由于局部皮肤黑色素代谢紊乱而引起的脱色性改变，而不具备病原体，因
而，白癜风没有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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