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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心血管药理学近年发展迅速，从事心血管药理学的专业人员与研究生人数均居药理学科各专业之
首。
历年投稿与发表的心血管药理学论文，据《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统计，也为药理学各专业之冠
，但是研究水平与论文质量还有待提高[1]。
这一现状要求我们从基础做起，特别要重视研究生的培养教育。
为打好研究生的专业基础，教材建设是首要的。
第二军医大学苏定冯教授有鉴于此，特组织国内专家编写了这本可供研究生用的心血管药理学教材。
这对我国研究生教育与心血管药理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与促进。
综观本书内容，首先反映出心血管药理学研究生的专业需要，不少章节的内容是其他心血管药理学参
考书上所没有的，如实验设计和科研成果的表达、高血压动物模型与高血压药研究方法、血压和心率
的频谱分析、血压波动性等章。
为适应研究生开阔思路的需要，本书有许多心血管药理学研究前沿的新颖专题，如高血压的基因治疗
、心血管疾病的一氧化氮合酶基因治疗、基因芯片在心血管研究中的应用、跨膜信息传递系统的分子
机制、细胞凋亡与心血管疾病、嘌呤与嘧啶受体的心血管药理、同型半胱氨酸与心血管疾病、一氧化
氮、糜酶及其抑制剂、心肌缺血预适应等章。
这些内容不仅对研究生了解最新的研究动向有帮助，而且对研究生的科研选题也有启发。
本书的其他章节内容属于心血管药理学经典内容，近年也有许多新进展，对加强研究生的基础理论与
启发研究生创新思维均有帮助。
尤其重要的是本书的作者大都是我国从事心血管药理学或相关学科研究有成就、指导研究生有经验的
专家，其中有著名的院士与资深的教授，也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与学术有成的中青年博士专家。
本书内容不仅反映出国内外的最新进展，也包涵有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与经验体会。
从本书内容看，本书不仅是心血管药理学研究生的好教材，对心血管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以及心血管
病临床研究生也是很好的参考书。
而且由于本书选题涵盖面广、内容分量适中、简明扼要，也是一本高质量的心血管药理学参考书，对
心血管病的临床医师充实与更新心血管药物药理知识也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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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不仅包含了心血管药理学领域近20年来的重要发明、发现和进展，也展现了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
和经验体会。
这些内容对从事心血管疾病工作的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更新及完善心血管药理学知识有参考价值，对
相关领域的研究生进行科研选题和启发创新性思维也会有所帮助。
    本书主要作为从事心血管系统疾病和药物等方面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医务人员的参考书，也可以用做
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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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述肾上腺素受体嵌合体尽管在与配体结合特性上表现为肾上腺素受体的特性，但当a2肾上腺
素受体部分激动剂P-aminoclonidine（PAC）作用于该受体时却表现出典型的B2肾上腺素受体效应，即
腺苷酸环化酶（adenylatecyclase，AC）活性增高，而不是肾上腺素受体激动时产生的AC活性降低。
这提示，尽管配体结合特性由跨膜区决定，但决定受体激动后与G蛋白偶联的结构则存在于细胞内区
域。
Cotecchia等用a肾上腺素受体的第三细胞内环取代肾上腺素受体的第三细胞内环，结果显示配基结合特
征仍保持z肾上腺素受体特性，但13z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不再引起AC的激活，而是产生典型的肾上腺
素受体效应，即PLC的激活与肌醇磷脂的水解，这说明第三细胞内环是肾上腺素受体与G蛋白偶联进
而引发信号转导的部位。
如果分别将肾上腺素受体的第三细胞内环各部位（包括氨基段、中间段与羧基段）以及细胞内羧基末
端的氨基酸序列换成82肾上腺素受体的氨基酸序列，则除第三细胞内环外，其余突变受体与PLC的偶
联都显著减弱，说明第三细胞内环中间段和羧基端与G蛋白偶联有关。
此外，细胞内羧基末端的近端也参与肾上腺素受体与G蛋白和非G蛋白的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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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血管药理学(第2版)》特点：专业性 《心血管药理学(第2版)》体现了高级心血管药理学特有的内
容先进性 《心血管药理学(第2版)》包含了心血管药理学领域重要进展启发性 《心血管药理学(第2版)
》有助于心血管研究人员创新性思维的形成实用性 《心血管药理学(第2版)》可用于心血管专业的临
床、科研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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