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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后半叶，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给传统外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微创外科学（minimay inVasiVe surgery）以现代生命科学为基础，结合先进的工程技术而发展起来，它
融合了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和医学工程学，使外科手术达到了微创化、功能化、智能化和
数字化。
微创外科学安全有效、手术损伤小及病人康复快，满足了社会和病家的需求。
微创外科代表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文化，是“生物一心理一社会”新型医疗模式的具体表现。
与外科学的其他专科一样，现代神经外科学也在向微创化发展。
微创神经外科学概念（C0ncept of minimlly invasive neurosurgery）是在诊断和治疗神经外科疾患时，以
最小创伤的操作，最大限度保护、恢复脑神经功能，最大限度地为病人解决病痛，尽量减少医源性损
伤。
应该全面地理解微创神经外科学理念，片面地认为微骨窗开颅或在手术中应用了某种手术器械就是微
创神经外科手术的认识，都是对微创神经外科学理念的曲解。
在世纪之交建立起来的微创神经外科将成为技术平台，支撑着神经外科学向新的高峰攀登。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赵继宗教授邀请国内部分专家编写的《微创神经外科学》，介绍微创神经
外科学的概念和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平台，总结了我国在这一领域所取得的经验。
人脑是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物质。
人脑内部的运动，是迄今为止所知的最复杂运动形式。
开展脑科学的实验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脑科学研究，不但是重要的前沿基础研究，而且是神经科学的应用研究。
社会的发展，人类寿命的延长，因脑衰老、紊乱和脑损伤而引起的疾病，如脑血管畸形、脑胶质瘤、
早老痴呆、帕金森病、精神分裂症等，对社会和家庭的负担日益增大。
只有深入了解脑疾病的机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对这些疾病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治疗。
脑科学研究涉及许多交叉学科，需要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信息学和计算机学等各方
面的专家通力合作，共同携手研究，推动微创神经外科学到一个崭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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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1版出版发行后，在国内引起一定反响。
微创神经外科学几年来发展迅速，作者经过充实并纠正第1版中的某些错误，修订再版。
全书约150万字，插图1000余幅。
本书主编邀请国内较早开展微创手术技术的专家，以神经外科发展的历史为起点，对微创神经外科学
的形成、发展及其现状进行了介绍。
此外，并详细介绍了应用微创技术治疗的各种神经外科疾病及其技术，包括显微神经解剖和神经内镜
解剖、显微神经外科手术设备和器械、神经导航手术学、微骨窗入路治疗颅内疾患、神经内镜辅助手
术、微创技术在功能神经外科的应用、脑病变活检技术和脑肿瘤的治疗、介入神经放射学和立体定向
伽马刀等。
现代神经影像学、麻醉学和监测技术的进步是微创理念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对此也进行了描述。
    本书适合于具有较高理论和临床实践基础的中高级神经外科医生和研究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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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继宗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1969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1990年赴美国休斯敦医疗中心研
修神经外科。
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学系主任，首都医科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
位评审组成员，世界神经外科联盟（WFNS）执委，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与北京
医学会神经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全国继续教育委员会医学组副组长，《中华医学》等杂志副主编、
《Surgical Neurology》、《Neurosurgery》、《Child’SNervous System》等杂志编委。
 长期从事脑血管病、颅脑肿瘤的临床和基础研究。
在国内首先建立起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平台开展神经导航经蝶和脊髓导航手术、内镜直视下夹闭动脉瘤
以及荧光造影，开颅手术中超声波监测等微创手术技术。
应用功能磁共振研究脑语言和视觉功能区。
目前主持国家 “十一五”重大支撑项目“脑卒中外科综合治疗技术体系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功能磁共振成像和神经导航的微创神经外科学研究”。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
微创神经外科技术平台建立及术中神经功能保护的研究，2004年和2007年先后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
2005年主编的《微创神经外科学》第1版问世。
还主编出版《颅脑肿瘤手术学》，我国神经外科《IIS床诊疗指南》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专著7
部。
2005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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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 第一章 绪论微创概念（concept of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是21世纪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
20世纪末，医学进入微创时代，微创神经外科学（minimally invasive neurosurgery）技术不断涌现并逐
步推广。
回顾微创神经外科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思考微创概念，综观各类微创神经外科技术，方能使我们跟上
人类医学前进的步伐，自觉、理性地在医疗实践中发挥医师的神圣职责，以最好的医疗结果回报患者
和社会。
一、关于“微创神经外科学”的名称1992年，德国医师Bauer和Hellwi9提出的微创外科学（minimally
invasive surgeey）覆盖了外科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当然神经外科也在其内。
英文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我国医学界普遍翻译为“微创外科学”，与我国神经外科将领
域minimally invasiveneurosurgery翻译成“微侵袭神经外科”有别。
我国最早使用minimally invasive neurosurgery这一名词者，乃我国神经外科医师刘承基教授，将其翻译
为“微侵袭神经外科”，并且在1995年以《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志》出现在学术界。
但是，国内医学界大多将minimally invasive翻译为“微创”，为此，我也翻阅过很多字典，“invasive”
一词，确实是“侵袭”之意，有“侵害”和“发病”的含义（《新英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版）。
中文的“侵袭”和“创伤”有别，英文的“invasion”（侵袭）和“wound、trauma、vulnus”（创伤）
也不是同一个词汇（《汉英医学大词典》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2000年在武汉召开的人民卫生出版社7年制教材《外科学》编委会上，我们参加编写的三位神经外科医
师，曾经与我国外科界其他专业的同行专家们一起商榷过，最后大家认为，统一把“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翻译为“微创外科”。
所以，为了与国内医学界其他学科取得一致，本书将minimally invasive neurosurgery翻译为微创神经外
科学。
锁孔人路（keyhole approach）完全是形象的说法，其中包含应用神经内镜，经孑L道人路的痕迹，容
易造成误解。
故本书将其统一称为“微骨窗入路”。
二、微创神经外科学形成背景20世纪90年代，微创外科学在医学领域逐步兴起，目前，早已不只局限
在外科范围，而被扩展到妇产科、眼科、耳科和内科等专业。
有的学者预言，微创外科学是21世纪外科学的升华。
从外科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医师们一直不懈地追求手术的完美，考虑如何降低手术并发症，尽量保护
人体正常组织，使患者手术后尽早康复。
围绕微创外科技术，人们做了大量的探索，在外科学的历史中改革从未停止过，如用丝线结扎血管替
代古老的烙铁止血，而且尽量使用细丝线减少异物反应；对乳腺癌的扩大根治，逐渐缩小为单纯乳房
切除术加腋窝淋巴结摘除术治疗乳腺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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