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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过诸位专家的共同努力，《现代心脏超声诊断学》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有关心脏超声诊断的专著或手册，国内外已出版多种，内容繁简不一、各有所长。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参阅了不少国内外权威著作及相关文献，从中受到的启发和借鉴良多。
　　超声心动图于20世纪50年代问世，后经众多学者不断研究、改进，从M型超声逐渐发展到二维和
多普勒超声，70-80年代初步应用于临床。
随着显像技术成熟、仪器设备更新和图像质量的提高，90年代后得到普及，结合M型、二维和多普勒
血流成像技术可对心血管解剖形态结构、运动功能及血流动力学等方面进行详尽精确的检测，使其成
为心血管临床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诊断工具。
特别是近十余年，随着多普勒组织成像、心肌超声造影、血管内超声、心腔内超声、实时三维超声及
斑点追踪与速度向量成像等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超声心动图诊断心血管疾病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进一
步提高，临床应用范围更加广阔，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超声心动图是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检查手段之一，是现代心血管专科医师的必修项目。
但由于学科发展的特殊性，不少心血管医师对超声心动图的认识相对不足，因而很需要一部简明实用
、又能反映本学科进展的专著。
本书的指导思想是理论联系实际，以临床实用为主，普及与提高并举；既通俗易懂，又涵盖国际上最
新心脏超声技术进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心脏超声诊断学>>

内容概要

本书由多位具有丰富临床实践及写作经验的心脏超声专家编著。
全书共30章、70多万字、600多幅图像，系统地阐述了心血管超声诊断的基本知识、常规检查方法、各
种超声成像新技术（如多普勒组织成像及其衍生技术、心肌超声造影、血管內超声、心腔內超声、实
时三维超声及斑点追踪与速度向量成像等）及其在心血管领域的临床应用和研究进展。
书中对各种心血管疾病的病理解剖和病理生理特点作了简要介绍，重点描述了超声心动图检查方法和
图像特点。
本书內容丰富、新颖实用、图文并茂，既侧重临床，又融入了心脏超声诊断的新理论、新概念和新技
术，可供从事心脏超声诊断及心血管临床医疗工作的医生和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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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超声波除了具备一般声波的基本特性外，还有其独特的物理性能，这些性能构成了超声诊断的物
理基础。
　　一、方向性超声波与一般的声波有所区别，由于其频率极高、波长极短、远远小于换能器晶片的
直径，故探头发射的超声波在传播时集中于一个方向，声场分布呈狭窄的圆柱状，声场宽度与换能器
压电晶体的大小相近。
由于其明显的方向性，故又称为超声東。
　　二、反射与透射超声波在传播中经过两种不同介质构成的大界面（即长度大于超声束波长的界面
）时，由于前后介质的声阻不同，超声波传播的方向也将发生变化：一部分能量由界面处返回第一介
质，此即反射；另一部分能量穿过界面，进入第二介质继续传播，此即透射。
声能在界面处反射与透射之总值不变，与入射的能量相等，但反射之多少则随界面前后介质的声阻差
异大小而有所不同。
两种介质的声阻相差越小。
则界面处反射越少，透人第二介质越多；反之，若两种介质的声阻相差越大，则界面处反射越强，透
人第二介质越少。
　　三、散射与衍射超声波在介质中传播时，如果所遇到的物体界面直径小于超声波的波长时，传播
的方向将发生偏离，绕过物体后又以原来的方向传播，此时反射回波很少，这种现象为衍射。
如果所遇到的物体是直径远小于超声波波长的微粒，在通过这种微粒时，大部分超声波继续向前传播
，少部分超声波能量被微粒向四面八方辐射，这种现象称为散射。
　　散射时由物体的微粒构成声源，辐射球面波。
散射的特性对于超声波的诊断甚为重要。
人体组织内细微结构对超声波的散射，是脏器内部图像形成的依据；血液中红细胞的散射是构成超声
多普勒（Doppler）频移信号的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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