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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肺运动试验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运动医学、康复医学等领域，国外开展已有几十年历史，相关
的专著也较多。
国内各地虽已陆续开展此项工作，但缺乏这方面的专著，基础与临床研究均较少，相关的医务工作者
也普遍缺乏对心肺运动试验的深刻认识和掌握。
基于此，文富强教授等翻译了《心肺运动试验的原理及其解读——病理生理及临床应用》（原书第四
版）一书，介绍了运动生理和病理生理的新的概念性进展、各种引起运动受限的疾病、心肺运动试验
的操作规程、正常预计值的分析、利用流程图和生理学数据来协助临床诊断、心肺运动试验的许多应
用领域以及85个实际病例，对心肺运动试验在国内的广泛开展和应用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价值。
    本书适合心脏病学、呼吸病学、生理学专业从业人员和相关技术人员参考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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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数据显示与阐释　第五节　总结第五章　限制运动疾病的病理生理学　第一节　肥胖症　
第二节　外周动脉疾病　第三节　心脏病　第四节　肺血管疾病　第五节　通气障碍　第六节　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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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度　第十二节　股静脉和混合静脉血值和心排血量的估算　第十三节　酸碱平衡　第十四节　总结
第八章　解释原理：流程图法第九章　心肺运动试验的临床应用第十章　病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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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运动试验及其解读：概述第一章运动试验及其解读：概述第三节 为什么要通过测量气体交换
来评估心血管功能和细胞呼吸体力活动时要求机体生理调控机制问相互作用从而使心血管和呼吸系统
问维持协调以发挥它们共同的功能，即满足肌肉收缩时细胞呼吸〔氧耗（Ozconstlmption，Q（b）和
二氧化碳产量〕的增加。
因此在运动期间心血管以及呼吸两大系统均处于应激状态，以满足肌肉运动时需氧的增加并排出生成
的二氧化碳。
因此，研究运动时的外呼吸状态可反映器官系统的功能状况，从而将外呼吸与细胞呼吸相耦联。
CPET有助于研究者同步了解在精确的代谢条件下细胞、心血管系统以及呼吸系统的反应情况。
运动试验中若没有确定气体交换，就不能真实评估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在细胞呼吸方面的作用。
CPET有助于研究者区分常态和病态，对耦联机制进行分级，以及评价对病变器官系统的治疗效应。
CPET是了解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病理生理的一种最廉价的诊断方法，因为与其他诊断性试验只评价单一
器官系统不同，CPET可同步评价运动时相关的每一个器官系统。
限定于测量心电图的运动试验仅能支持对心肌缺血做出诊断。
然而，就某一位病人来说他可能存在有混合性的缺陷（如心脏和肺脏）。
CPET可在采用主要的针对性治疗措施前确定患者的症状究竟是由哪一种缺陷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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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肺运动试验的原理及其解读:病理生理及临床应用(中文翻译版)(原书第4版)》适合心脏病学、呼吸
病学、生理学专业从业人员和相关技术人员参考与使用。
《心肺运动试验的原理及其解读:病理生理及临床应用(中文翻译版)(原书第4版)》（原书第四版）对心
肺运动试验进行了彻底更新，是目前可得到的．对运动试验的生理和病理生理机制解释最全面的版本
。
对于处理那些只有通过心肺运动试验才能被诊断的疾病来说，这是最好的参考书籍。
翻阅一下，你就会发现《心肺运动试验的原理及其解读:病理生理及临床应用(中文翻译版)(原书第4版)
》：对在健康和疾病状态下，心血管。
代谢和呼吸系统的运动反应进行了全面介绍；对运动试验的基本原理、常用的测试方案、正常和异常
数值的意义以及对测试结果进行准确解释的技巧进行了阐述；列举了一系列的患者群体，包括儿童、
超体重和低体重患者、老年人的正常测试值；列举了85个病例，每一病例都包含有运动生理学的诊断
结果。
这些病例应用基本的生理概念对鉴别诊断进行了强调；涵盖了只有通过心肺运动试验才可以诊断的疾
病；第四版中的创新：增加了动脉和混合静脉血气调整的章节；应用新的九版块图，对运动试验的主
要概念进行了阐述；对流程图进行了更新，以协助临床解释及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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