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科常见病症现代治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内科常见病症现代治疗>>

13位ISBN编号：9787536457898

10位ISBN编号：7536457898

出版时间：2006-1

出版时间：四川科技出版社发行部

作者：徐新献

页数：925

字数：147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科常见病症现代治疗>>

前言

内科学是临床医学中的综合学科，涉及面广、整体性强，由于专业发展的需要，内科学按不同系统进
一步分出各专科，但各专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就内科病症而言，有常见和少见之分，有一般和危重之分，有简易和疑难之分，但在内科临床疾病治
疗中，最多遇见的是常见病症。
同时，尽管目前临床病症各专业治疗水平至关重要，但对于一个普通内科医生而言，仍需要对内科各
专业知识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临床治疗才能得心应手。
因为许多病症的治疗不是孤立存在的，要求临床医师全方位思维，多方挖掘有效救治措施，绝不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很多内科常见病症即使诊断上明确属于某一专科，而在处理上往往不止局限于一个专科范围，比如一
个糖尿病患者，有代谢方面的问题，也可伴有高血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方面的问题，一
个内科医生如知识全面常可做出完善的处理。
再则，我们面对的就诊病人，常以一个整体的征象展现在你面前，当临床医生对内科常见病症有了较
为全面的了解后，才可能更好地获知一些少见病症，如相对少见的POEMS综合征（以多发性神经病变
、脏器肿大、内分泌病变、M球蛋白血症、皮肤病变等5个特征性病变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拼写在一起而
命名），临床可有多系统、多脏器损害的复杂表现。
为此，一名优秀的内科专科医师首先必须是一名合格的普通内科医师，至少要具备对内科范围内各种
常见病症的识别及临床处理能力，才能发挥其专科之长。
特别是随着现代医学的迅猛发展，有关内科常见病症的许多新理论、新疗法、新技术不断问世；从事
内科临床工作的医务人员需要不断更新知识，以提高专业技术水平。
有鉴于此，为了反映国内外内科常见病症的研究成果，总结、推广内科常见病症的治疗经验，满足广
大从事内科临床工作的医务人员的需要，我们特意组织编著了这部《内科常见病症现代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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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科常见病症现代治疗》介绍了内科常见病症180余种，内容主要为呼吸、心血管、消化、泌尿
、血液、神经、内分泌及代谢等各系统病症，还包括风湿性病症、物理损害性病症、感染性病症和急
性中毒。
在每一病症的诊断中昼介绍新的诊断标准及辅助检查；治疗部分详尽介绍了治疗原则、治疗措施，药
物的药理作用、使用方法及毒副作用，并尽可能反映最新治疗进展。
《内科常见病症现代治疗》内容丰富、侧重治疗。
适用于普通内科和内科相关专业医护人员及医科院校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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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液体的管理在ARDS的早期，在保证血压和心排血量的条件下尽量地降低PAWP，控制液体量，
有利于肺的气体交换，同时能更快地促进肺功能恢复。
有作者应用心房利钠因子治疗早期ARDS，其肺部气体交换比对照组有明显改善。
补充胶体要适度，以达到正常的血浆胶体渗透压为准。
（七）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的应用该药治疗ARDS具有以下积极作用：①阻止补体活化，使通透因子和
白细胞趋化因子产生减少，从而减轻肺泡毛细血管的损伤；②抑制中性粒细胞的致炎症作用；③阻止
花生四烯酸的释放，抑制前列腺素、血栓素的形成；④抑制血小板聚集及血小板微血栓的形成；⑤干
扰激活的血管舒缓素与激肽的相互作用，从而抑制激肽的生成；⑥改变毛细血管的反应性，增加血管
张力，保护血管内皮细胞，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⑦大剂量激素可抑制a受体而扩张血管，疏通微循
环；⑧抑制肥大细胞的介质释放，可缓解支气管痉挛，改善通气功能；⑨刺激Ⅱ型肺泡细胞合成和分
泌肺表面活性物质；⑩抑制后期肺纤维化作用。
目前一致认为对刺激性气体吸人、外伤骨折所致的脂肪栓塞等非感染性因素引起的ARDS，使用肾上
腺糖皮质激素越早越好，发病4d后用，则疗效差，故应早期、较大剂量应用，如地塞米松20～40mg，
或氢化可的松300～400mg，每6hl次，连用2d，有效则继续使用l～2d停药，经合理氧疗机械通气后，
会取得很好的效果。
ARDS伴有败血症或严重呼吸道感染应忌用或慎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
大剂量。
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影响抗感染治疗效果，降低患者的抵抗力，增加感染的机会。
（八）吸入氧化亚氮（NO）和（或）前列腺素E2NO吸人能从肺泡迅速扩散到肺血管平滑肌细胞中，
激活鸟苷酸环化酶，导致血管舒张，同时释放人血的。
NO即与血红蛋白结合，体现出选择性舒张血管的特点。
一方面NO进入通气较好的肺组织，扩张该区的肺血管，使通气与血流比例低区域的血流向扩张的肺
血管，改善通气／血流比例，降低肺血分流，增加动脉血氧含量，以利于降低吸氧浓度；另一方面
，NO能降低肺动脉压和肺血管阻力，并不影响体循环血管扩张和心排血量，具有抑制血小板的黏附
与聚集作用。
一般吸人NO剂量10～20ml／m3（10～20ppm），据报道持续数月吸入5～40mL／m3（5～40ppm）NO
，不会对机体产生消极影响。
但NO在应用过程中会产生有毒的NO2，长期使用是否安全尚不清楚。
前列腺素E2与NO有同样的作用机理，只是半衰期较长，易对体循环产生影响。
目前随机双盲试验结果令人失望，有待进一步研究。
（九）外源性肺表面活性物质（PS）替代治疗ARDS时，Ⅱ型肺泡上皮细胞受损，PS合成和分泌功能
失调，渗出液中蛋白质对PS的抑制作用，造成PS系统功能失调，导致肺泡萎陷，故恢复Ps系统功能是
近几年治疗方法研究的热点之一。
目前国内外应用自然提取和人工制剂的PS治疗婴儿ARDS已取得成功，在成人ARDS治疗中没有产生预
期效果。
（十）针对炎性介质的治疗在对ARDS发病机理的研究中发现，大量的炎性介质参与了急性肺损伤，
针对发病的主要环节，研究相应的药物进行干预，可以减轻肺和全身损伤，目前主要有下列几类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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