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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伍贵富等编著的《增强型体外反搏——理论与实践》采用篇章结构，“基础理论篇”主要介绍与体外
反搏有关的基础理论知识，这些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有助于对体外反搏现代作用机制的深刻理解；“应
用实践篇”主要介绍与体外反搏技术和临床应用有关的知识和进展；“技术操作篇”则重点针对体外
反搏操作，简述体外反搏治疗过程中实际操作涉及的有关具体问题。
本书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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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伍贵富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美国心脏病学院院士(FACC)，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从事心血管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20多年。
曾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医学部专科主任、卫生部辅助循环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现任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院长、心脏中心主任。

主要学术任职：中国体外反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中国医师协会康复分会心肺康复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预防与流行病学组委员，中华医学会物理医学与康复医
学分会专业学组委员，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常委，卫生部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
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胸痛中心协会副理事长等。
是10余种中外核心医学期刊的审稿人。
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10余项，发表各种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SCI论文25篇)，拥有发明或实
用新型专利3项。

自1991年起师从增强型体外反搏技术的发明者郑振声教授开展心血管辅助循环研究，在体外反搏基础
研究、临床应用和技术推广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2009年筹划组建了中国体外反搏专业
委员会并担任首届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先后组织召开了两届国际体外反搏学术交流会，是国际体外反搏领域的核心专家之一和“国际体外反
搏项目工作组”的中国区负责人。
近年来致力于体外反搏的技术推广、宣传、普及和规范化建设等工作，组织撰写并发表第一个中国体
外反搏临床应用专家共识，并将体外反搏概念和技术引入心血管康复平台，积极倡导和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结合体外反搏技术的心血管康复治疗新模式。

杜志民
内科学教授、主任医师，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医学部副主任，卫生部辅助循环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心脏内科医师分会常委，中国医促会心血管病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及国际学
术交流组副组长。
1982年毕业于中山医科大学(原中山医学院)医疗系，1988一1991年在法国Bordeaux第二大学进行心脏专
科医师培训，2004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从事心血管内科专业工作28年，其中从事介入性心脏病学研究及临床工作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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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影响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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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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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应用实践篇
第一章  体外反搏装置的工作原理
  第一节  体外反搏原理
  第二节  体外反搏的控制原理
  第三节  体外反搏装置系统结构
第二章  体外反搏的即时血流动力学效应及其与主动脉球囊反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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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节  EECP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难点
  第七节  EECP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研究展望
  第八节  小结
第六章  体外反搏与心源性休克治疗
  第一节  心源性休克流行病学
  第二节  心源性休克的定义及高危因素
  第三节  心源性休克发病机制
  第四节  增强型体外反搏在心源性休克的应用
第七章  体外反搏在无冠脉血运重建指征患者中的治疗选择
  第一节  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治疗的标准
  第二节  体外反搏疗法的优势
第八章  体外反搏与心功能保护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PEEcH研究结果解读
第九章  体外反搏与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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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突发性耳聋
  第二节  体外反搏(EECP)治疗突发性耳聋
  第三节  体外反搏治疗突发性耳聋的可能机制
第十二章  体外反搏与糖尿病治疗
  第一节  亚洲国家糖尿病患病趋势
  第二节  导致糖尿病患病率在亚洲迅速增长的因素
  第三节  糖尿病并发症
  第四节  糖尿病的花费和传统治疗
  第五节  体外反搏疗法与糖尿病
  第六节  小结
第十三章  体外反搏与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
  第一节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概述
  第二节  勃起功能障碍病因
  第三节  阴茎勃起分子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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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技术操作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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