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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麻醉学高级系列专著》是我国麻醉学知识载体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这项工作在2006年启动。
当时广泛征求了国内麻醉学界专家教授的意见与建议，经认真研究后决定组织全国麻醉界优秀力量编
写出版《麻醉学高级系列专著》。
　　鉴于这项工作是一系统工程，为能规范、顺利推进，按照卫生部规划教材的编写模式，2006年9月
经有关部门批准，成立《麻醉学高级系列专著编审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按有关规定条件与程序遴
选每本专著的主编、副主编人选，提出编写思路，宏观决策每本专著的编写内容，实行编审委员会领
导下的主编负责制。
2006年12月15～18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了“第一次麻醉学高级系列专著编审委员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麻醉学高级系列专著》的编写思路，决定每本专著的主编、副主编人选，提出每本专
著的编写思路和编写内容，并拟定了编写进程。
会议认为本系列专著要能涵盖麻醉学科的各个重要领域，各本专著之间既要统一协调，又能相互呼应
，从而成为统一的整体。
本系列专著与其他专著的区别是：①涵盖麻醉学的各个重要领域，互相联系而不重复，各自独立而无
遗漏，全面深入而讲究实用；②与住院医师培训教材（一套五册）相比，本系列专著对基本理论和基
本知识不作系统介绍，而是突出临床应用，强调临床实际指导意义；亚专科麻醉在以往的著作中通常
是一个章节，而在此则是一本专著，更为详尽、丰富与实用；③撰写技术操作时要求图文并茂，以成
熟、通用为依据，以能规范临床技术操作；④撰写基础理论的目的是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依据，因
此以病理生理为主，发病机制为辅；⑤以人民卫生出版社编写指南为准则，统一体例、名称及计量单
位，但每部专著可有不同的写作及表达风格，如插人病例分析、医学伦理等。
会议强调本系列专著的读者对象应是各级医院麻醉科高年住院医师、主治医师以上人员，也可作为麻
醉科住院医师培训及进修医师用书。
会议决定，十九部《专著》的主编人（按“专著”先后为序）为姚尚龙、岳云、熊利泽、李文志、王
保国、朱也森、喻田、李立环、邓小明、古妙宁、马正良、陶国才、郭曲练、王国林、田玉科、黄宇
光、于布为、傅志俭、龙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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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六章，主要介绍了体外循环监测、体外循环管理、心脏手术的心肌保护、体外循环中水电
解质血气管理、血液管理、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体外循环、大血管手术的体外循环、体外循环意外和
并发症、体外循环在非心脏手术中的应用等内容。
《体外循环灌注技术》为综合性参考书。
读者对象是各级医院的麻醉科高年住院医师及主治医师以上人员，也可作为亚专科医师培训及进修医
师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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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体外循环绪论　第一节 体外循环的发展史　　一、体外循环创业史　　二、体外循环设备的
改进　　三、中国体外循环发展史　　　（一）探索期（1949～1976年）　　　（二）快速发展期
（1976年～）　　　（三）体外循环研究　　　（四）体外循环教育和交流　第二节 体外循环在医学
中的应用　　一、体外循环在心血管领域中的应用　　　（一）保证心内直视手术顺利进行，保护心
肌　　　（二）保证脏器的供血供氧　　　（三）血液回收与浓缩　　　（四）辅助循环　　　（五
）急诊体外循环　　二、体外循环在非心血管领域中的应用　　　（一）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治疗
　　　（二）肝移植　　　（三）脑外科中的应用　　　（四）意外低温和高温的治疗　　　（五）
体外热疗　　　（六）协助疑难病例进行气管插管　　　（七）泌尿和普通外科中的应用　　三、体
外循环的发展方向第二章 体外循环术前准备　第一节 概论　　一、全身情况评估　　　（一）了解
患者的病史和基本情况　　　（二）了解各项检查结果　　二、系统疾病评估　第二节 体外循环术前
技术准备　　一、常温体外循环　　二、浅低温体外循环　　三、中低温体外循环　　四、深低温体
外循环　　　（一）深低温停循环　　　（二）深低温低流量　　五、上下半身分别灌注　　六、左
心转流　第三节 体外循环前仪器和物品准备　　一、仪器和物品准备　　　（一）血泵　　　（二）
氧合器　　　（三）动脉微栓滤器　　　（四）插管与配套管　　二、药品及其他消耗品准备　　　
（一）药品准备　　　（二）其他消耗品准备　第四节 灌注前准备工作　　一、常规准备　　二、特
殊手术的准备　　三、制定灌注计划和选择灌注方法　　　（一）制定预充和用药计划　　　（二）
灌注方法的选择第三章 体外循环监测　第一节 生命指标的检测　　一、动脉血压监测　　　（一）
直接有创动脉测压部位及穿刺方法　　　（二）动脉穿刺并发症　　　（三）体外循环中的动脉压监
测　　二、中心静脉压监测　　　（一）穿刺置管途径　　　（二）置管深度　　　（三）体外循环
时中心静脉压　　三、左房压监测　　　（一）左房压监测途径　　　（二）围体外循环期的左房压
监测　　四、体温监测　⋯⋯第四章  体外循环预充第五章  体外循环管理第六章  心脏手术的心肌保护
第七章  体外循环中水电解质血气管理第八章  血液管理第九章  婴幼儿体外循环第十章  心脏瓣膜手术
的体外循环第十一章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的体外循环第十二章  大血管手术的体外循环第十三章  辅助循
环第十四章  体外循环意外和并发症第十五章  体外循环在非心脏手术中的应用第十六章  体外膜肺氧合
支持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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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联合瓣膜病　　当病变累及两个或以上瓣膜时，称为多瓣膜病或联合瓣膜病。
如风湿性心脏病常侵犯二尖瓣和主动脉瓣，二尖瓣、主动脉瓣合并三尖瓣病变也多见。
感染性心内膜炎及马方（Marfan）综合征等也常累及两个瓣膜。
二尖瓣及主动脉瓣损伤引起的肺动脉高压，常导致功能性肺动脉瓣及三尖瓣关闭不全。
多瓣膜病的临床表现与每个瓣膜的严重程度相关。
以某一瓣膜改变为主时，临床表现与单一瓣膜病相似，两个以上瓣膜病变程度近似时，其病理生理改
变就显得十分复杂，不单单是简单的叠加，而是一种综合性改变。
　　第二节瓣膜病相关的体外循环问题　　心脏瓣膜病的外科手术治疗在我国心脏直视手术中占有较
大比例，该病诊断明确，经过系统内科治疗后，需外科治疗时，不论是瓣膜成形、瓣膜置换、或同时
进行射频消融术，大多要在体外循环下完成。
瓣膜手术的体外循环一般而言与各类直视手术无重大不同，但是具体到每个患者可能会各有其特殊性
，因而对瓣膜患者的体外循环要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情况给予相应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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