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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微循环是人体血液循环系统最基本的结构、形态和功能单位，也是人体血液与各组织、细胞进行物质
交换的场所。
其生理意义不言而喻。
在流体力学、生物流变学等理论基础上，微循环障碍借助生理、病理技术及光学显微镜、电子技术、
放射性同位素及细胞培养技术等发展起来，它的发展又促进了基础和临床医学的发展。
本书主编杨惠洁教授早年师从杨济时教授学习血液病学，于1974年在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开展微循
环研究工作，在微循环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多次参加该领域的国内外经验交流。
在实际工作中，杨教授不断开拓新的思路，侧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偏重实用，中西医相结合，国内
外相结合，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通过活体配备日本录像系统及电视扫描仪和窗法测定仪SWCⅡI
型，对管径、流速、血流态、血管内容量进行测定，测出参数分析分型。
并通过电脑总装搞光电一体。
显像、成像、录像、保存、打印彩色报告单并可刻盘存档。
由其研制成的紫外波氧照射仪（减黏仪，1991年获国家专利，专利号.EL.92243980.x）和微循环障碍诊
疗检测仪在临床应用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杨惠洁教授在多种疾病的困扰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总结自己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编成此书。
书中凝聚着杨教授的大量心血，希望此书的出版对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学工作者具有重要的
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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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微循环的基本概念，相关基础知识，临床常用的微街环检测的方法和指标，微盾环障
碍的分类方法，微循环与免疫，微循环的药理、病理生理相关知识，典型病理过程中微循环的变化，
如休克与微盾，炎症、水肿与微循环，肿瘤与微循环，烧伤与微循环，糠尿病与微循环等，按系统介
绍了临床，常见疾病的相关知识、微循环变化及相应的治疗方法。
同时，书后附有典型疾病的微循环变化的彩色图片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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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微循环概述第一节 基本概念微循环是直接参与细胞、组织物质交换的体液（血液、淋巴液、
组织液）循环动态，单细胞生物和开放性循环的低级动物，其细胞、组织可以直接和外界或血液淋巴
进行物质交换，这一阶段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微循环。
动物进化至脊椎动物，开放性循环分化为闭锁性循环，血管壁分隔血液和组织、细胞，淋巴管壁分隔
淋巴组织、细胞，使两者都不能直接接触，此时组织、细胞的物质交换只有通过血管壁，淋巴管壁才
能完成。
大动脉、小动脉、大静脉、小静脉及小淋巴管管壁，一般物质都不能通过。
在循环系统中，只有微动脉、毛细血管、微静脉、毛细淋巴管壁便于物质通过，适于向组织细胞提供
氧及其他营养物质，输出“产品”和废物，进行物质交换，因此就循环系统来说，只有细动脉、毛细
血管、细静脉（统称微血管）、毛细淋巴管属于微循环的范畴。
讨论微循环必然涉及四个方面：①血液，淋巴液及组织液的理化性质，生物学及流变学特性；②微血
管，毛细淋巴管的分布、构型、结构及其功能、调节；③微血管、毛细淋巴管周围组织如组织嗜碱细
胞，网状细胞，成纤维细胞，各种纤维、基质的结构、功能和代谢；④微血管前的心脏、大小动脉以
及微血管后的大小静脉的功能结构等。
上述四方面功能、结构、代谢的完整是保证正常微循环的条件，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异常都会相互影响
，导致微循环障碍。
微循环研究的主要内容有：①研究微血管、毛细淋巴管、细胞组织间血液、淋巴液、组织液流动的一
般规律，管壁和体液的相互关系；②研究脏器微循环的特点以及它和脏器特殊功能、代谢的关系；③
研究炎症、水肿、出血、过敏性休克、肿瘤、烧伤、冻伤、放射性损伤等基本病理过程中微循环改变
的规律及其在发病中的意义；④研究各种疾病外伤时微循环的改变及其在诊断疾病，分析病情方面的
意义；⑤研究微循环改变对确定治疗方针，选择救治措施中的意义；⑥研究微循环在发掘和发展祖国
医药学方面的作用。
因此微循环观察能辅助疾病的诊断，而非某一疾病诊断的特异指标。
微循环研究的目的在于从一个侧面阐明生命现象、认识脏器功能、结构的特点，了解发病机制，客观
地监测和分析病情，广开治疗思路、提高疗效、为防病治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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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疾病与微循环》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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