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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冠心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尤其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更是如此。
据美国统计资料表明，美国冠心病发病率已占人口的2.5％，每年死于冠心病的人数已超过50万。
近十几年来，由于着力开展冠心病一、二级的预防，西方国家的冠心病发病率已有明显下降。
但是，我国目前冠心病发病率却呈上升趋势，城市更为突出，冠心病死亡已占城市人口总死亡的10％
。
因此，如何早期预防、诊断和治疗冠心病巴成为我国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冠心病实验诊断学》结合疾病发生与发展的病理生理过程，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实验室诊断技术的原
理和方法，并对每一种诊断技术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客观的评价，这对临床工作者无疑具有协助归纳
、利于理解、便于查找的好处。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图文并茂，无论是无创的心电图诊断学、超声心动图或核医学诊断技术，还是有创
的冠状动脉造影都配有内容丰富的图片，这在目前已出版的相关书籍中还很少见。
因此，本书不失为一本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临床参考书。
对已有多年实际工作经验的临床心血管医师来讲，诊断冠心病不应是问题。
但对于初入专业或是基层医院的医师来说，恐怕会经常遇到一些困难。
应该说，任何一项实验室检查都不是绝对的，诊断阳性率高意味着特异性差，而特异性高者则可能有
诸如操作复杂、危险性大或是价格十分高昂等问题。
所以，一个好的临床医师要学会如何综合资料，全面分析；要注重临床表现，对实验室检查去伪存真
，结合临床，通盘考虑。
千万不要仅根据某一二项实验检查，盲目做结论，下诊断。
因此，作者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利于普及心血管疾病知识，提高心血管专业医务人员尤其是基层医院和
初级专业医务人员的诊断水平，为促进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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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3篇共17章。
第一篇简要地介绍了冠心病实验诊断基础知识，包括冠状动脉解剖及病理、病理生理；第二篇详细介
绍了目前临床应用的常规诊断技术，重点介绍了近年来开展的新技术，如高分辨率数字式冠状动脉造
影、超声心动图心肌造影及DTI技术、超高速CT、MRI、PET等在冠心病诊断方面的作用及其价值；
第三篇结合疾病发生与发展的病理生理过程，汲取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新概念和新认识，全面系统
地介绍了冠心病临床常见类型的实验室诊断原理和方法，并对每一种诊断技术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图文并茂，无论是无创的心电图、超声心 动图或核医学诊断技术，还是有创的冠状
动脉造影及冠状动脉病变影像学都配有内容丰富的图片。
因此，对于初入专业或是基层医院的医师来说，本书不失为一本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临床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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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是Rokitansky 1841年首先提出的，他当时认为AS的形成是由局部附壁血栓嵌入内膜的结果。
这一学说很长时期未受到重视，直到1946年Duguid用连续切片法进一步观察了斑块形成过程，才逐渐
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主张这一学说者认为，AS灶是由血栓软化后分解形成的。
用核素证明AS斑块中有血液成分，如纤维蛋白、血小板释放产物存在。
同时也进一步证明AS斑块中有大量纤维蛋白原、纤维蛋白及其降解产物存在。
许多研究还集中在血小板的黏附聚集及其释放产物对血管壁的损伤在AS发生中所起的作用。
近年来对这一学说的研究在肯定AS病灶内确有与血栓有关的成分存在外，着重研究了血栓形成有关因
素在AS发生中的作用，发现在血管内皮受损后所带来的局部抗凝和纤溶机制的减弱，对AS的发生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上述各种学说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可能机制，但无论哪种学说都不可能完全解释
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过程中所有的细节和现象。
因为我们知道，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机制相当复杂，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上述几种学说中，近年来研究较多的是“损伤应答学说”。
众所周知，动脉内膜内平滑肌细胞的增生是动脉粥样硬化形态学主要特征之一，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
中起关键作用。
探讨引起平滑肌细胞增生的原因已成为动脉粥样硬化发病机制研究的焦点。
  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各种细胞源性生长因子与平滑肌细胞增生及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的关系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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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冠心病实验诊断学》由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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