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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心血管疾病居人类疾病死亡的首位，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外医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重点。
小儿心脏病学作为儿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近些年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立起比
较系统和完善的小儿心脏病学体系。
尤其是近20年来，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使我们开始在分子和基因水平认识心血管疾病的病因、发
病机制及确立诊断；超声心动图替代了大部分的有创检查，成为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检查手段，使得
很多先天性心脏畸形在胎儿期即可诊断，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心导管技术从以往的心血管造影为
主的诊断性心导管术转变为以治疗为主的介入性心导管术，使越来越多的儿童避免了开胸手术的痛苦
，巳成为一些先天性心脏病首选的治疗方法，变革了传统的以外科手术为主的先天性心脏病治疗模式
。
诸多新理论和新技术，加深了我们对小儿心血管疾病的认识，丰富了临床治疗手段，甚至以往认为无
法治疗的心脏病也获得了矫治机会，小儿心血管疾病的病死率大大降低。
为适应小儿心脏病学的快速发展，杨杰教授和王一彪教授精心组织编写了本书。
本书的编者既是儿科临床心血管专业的优秀医师，也是医学院的临床教师，具有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
和扎实的理论功底，从事相关的科研工作。
因此，无论从临床专业角度，还是从临床教学需要，相信本书都会有较大的价值，既能反映小儿心脏
病学的最新进展，又能对儿科医师的临床工作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还应该看到，小儿心脏病学是一个十分广阔的领域，新理论和新技术日新月异，需要不断地学习和提
高。
小儿心脏病学的发展不仅需要本专业医师的努力，还需要多学科协作发展。
我国人口众多，各种类型的心血管疾病患儿数量庞大，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能够让越来越多的
患儿能够像大多数正常孩子一样，拥有健康的心脏，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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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系统阐述小儿心脏病的专著，共分40章，基础部分介绍了心脏的发育、解剖，以及心血管系统
的常用检查方法，疾病部分论述了小儿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后天性心脏病以及常累及小儿心血管系
统的各种疾病，分别讲解其病理解剖、病理生理、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并发症、诊断、鉴别诊断、
治疗和预后，对临床应用较多和容易引起困惑的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阐释，并结合了目前最新的研
究动态和进展。
本书内容丰富、重点突出，书末并附有彩图，可供小儿科医师、心内科医师、心外科医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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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心血管造影是向心脏大血管内注射造影剂，在X线照射下使之显影，并用X线电影或数字电影方
式，将这一显影过程记录下来，用以显示心脏大血管解剖结构和循环功能的一种特殊的X线检查方法
。
可了解心腔大血管的形态、大小、位置和相互连接关系等解剖情况，了解有无异常分流、反流、瓣膜
活动、心室收缩舒张状态等功能情况。
小儿心血管造影主要用于诊断先天性心血管畸形，后天心脏病相对较少应用心血管造影。
根据心血管造影图像并结合临床、超声及心血管检查结果，可对心血管畸形做出全面、准确的诊断，
为进一步的介入治疗或手术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
1．心血管造影适应证和禁忌证（1）适应证：介入治疗前后治疗方法的选择和术后疗效的判定；复杂
先心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胸腹主动脉、腔静脉、四肢血管疾患，某些内脏器官动脉疾患或内脏器官
病变需要做血管造影诊断者；一些疾患的诊断如心脏瓣膜病、心包疾患、心肌病等。
（2）禁忌证：碘过敏者；急性或慢性肾衰竭；心力衰竭、顽固性室性心律失常；发热、全身感染者
。
2．造影技术和方法（1）心血管造影摄影方式：最常用的有快速换片、电影摄影机和数字电影三种。
快速换片方式为直接摄影，由于摄片速度有限且不能动态回放，故易漏诊一些出现短暂的分流或反流
等，限制了其应用。
电影摄影机摄片速度快，并可用电影放映机对心脏进行动态观察，易于捕捉到短暂的异常分流或细小
反流，在意外情况发生时，可及时中止造影。
电影摄影的主要缺点是对细节的分辨率不如直接摄片，不能直接进行大小的测量，造影时须引入定标
或根据被测结构与心导管直径之比来进行推算。
数字电影是近年来出现的高新技术，数字电影又可分为使用影像增强器方式和平板式直接数字化方式
两种，使用影像增强器方式已相当成熟，并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图像数字化后即可利用计算机进行一
系列图像处理，还可进行数字血管减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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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儿心脏病学理论与实践》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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