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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内科年鉴》是一本信息密集型的、集学术性与资料性为一体的工具书。
编辑出版本年鉴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准确、及时地向国内外读者反映我国内科学领域各年度取得的成
就和经验，同时也记载了我国内科学领域科技发展的历史轨迹。
本书以高、中级医务人员为主要读者对象，对各类、各级医务人员和卫生管理人员亦皆适用。
查阅本书，可用较少的时间获取大量的信息。
本年鉴按内科各系统编撰，每个系统分“一年回顾”（附参考文献）和“文选”两大部分。
书末附录中列有上一年度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各专业会议拟订的疾病诊疗标准（或建议）和学术会议
情况，供读者参考。
本年鉴自1983年首卷问世以来，至本卷已编纂27卷。
在此期间，承各级领导的不断鼓励和支持，各位专家和广大读者的厚爱与建议，以及出版单位的努力
与协作，才得以连续出版并不断提高质量，在此谨致衷心谢意。
本卷的资料系从国内公开发行的143种有关医学杂志24564篇文献中选出。
因编者水平和能力所限，加之编纂时间紧、工作量大，虽经反复斟酌、审校，但不妥或错误之处在所
难免，尚祈读者指正并提出改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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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内科年鉴（2009）》是根据2008年我国公开出版的143种医学期刊刊载的24 564篇文献编撰
而成，全面地反映了在此期间我国内科学各专业的基础和临床研究的进展，收录了该领域内的新技术
、新经验以及罕见、少见病病例。
内容包括感染性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造血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
、内分泌及代谢疾病、风湿性疾病、化学、物理因素所致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病等。
本年鉴是一本实用的信息密集型工具书，适合从事医学基础和临床的广大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医药
院校的学生和研究生阅读，尤其适用于内科医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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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十六）病毒性脑炎（十七）登革热（十八）肾综合征出血热（十九）狂犬病（二十）艾滋病（二
十一）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二十二）口蹄疫（二十三）手足口病（二十四）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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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感染六、寄生虫病（一）疟疾（二）阿米巴病（三）利什曼原虫病（四）弓形虫病（五）隐孢子虫
病（六）肺孢子虫感染（七）其他原虫病（八）吸虫病（九）绦虫感染（十）线虫病七、其他（一）
医院内感染（二）非淋菌性泌尿生殖系统感染（三）川崎病（四）附红细胞体病（五）抗菌药物（六
）传染病调查文选呼吸系统疾病一年回顾一、诊疗技术（一）肺功能检测（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三）胸腔镜和纵隔镜检查（四）肺活体组织检查（五）影像学检查二、结核病（一）流行病学和卡介
苗（二）基础研究与诊断技术（三）抗结核药物治疗及有关问题（四）结核性脑膜炎（五）其他三、
胸部肿瘤（一）原发性支气管肺癌（二）肺、气管、支气管其他肿瘤（三）纵隔、胸膜、胸壁、膈肌
肿瘤四、慢性阻塞性肺病与肺心病（一）基础研究（二）诊断技术（三）临床分析（四）治疗五、肺
部感染（一）病毒感染（二）细菌感染（三）真菌感染（四）其他六、肺部过敏性和免疫性疾病（一
）支气管哮喘（二）弥漫性问质性肺病（三）结节病（四）韦格纳肉芽肿（五）肺泡蛋白沉积症七、
职业性肺疾病（一）矽肺（二）煤工尘肺（三）石棉肺八、其他（一）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与急性肺
损伤（二）胸腔积液（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四）肺栓塞（五）自发性气胸（六）
高山病（七）咯血（八）支气管扩张（九）肺移植及肺缺血再灌注损伤（十）其他文选循环系统疾病
一年回顾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一）基础研究（二）危险因素（三）诊断（四）急性冠状
动脉综合征（五）心肌梗死（六）介入治疗二、高血压（一）基础研究（二）流行病学（三）临床研
究（四）药物治疗三、心脏瓣膜病（一）风湿性心脏瓣膜病（二）非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四、先天性心
脏病（一）流行病学（二）基础研究（三）临床研究（四）心电图检查（五）X线、CT、MRI检查（
六）超声检查（七）治疗五、感染性心内膜炎六、心肌疾病（一）病毒性心肌炎（二）扩张型心肌病
（三）肥厚型心肌病（四）其他七、心律失常（一）缓慢性心律失常（二）室上性心动过速（三）室
速与室颤（四）房颤（五）心脏起搏（六）抗心律失常药物八、心力衰竭（一）基础研究（二）临床
诊治九、心包疾病十、心脏、心包肿瘤十一、大动脉疾病十二、其他（一）心电图（二）影像学检查
（三）心脏骤停与心肺复苏（四）直立倾斜试验和晕厥（五）马凡综合征（六）川崎病（七）心脏移
植（八）其他文选消化系统疾病一年回顾一、食管疾病（一）食管炎（二）食管肿瘤（三）食管其他
疾病二、胃、十二指肠疾病（一）慢性胃炎（二）消化性溃疡（三）应激性溃疡（四）胃肿瘤（五）
幽门螺杆菌（六）十二指肠疾病三、小肠和大肠疾病（一）小肠肿瘤（二）小肠缺血（三））大肠癌
（四）大肠息肉（五）炎症性肠病（六）其他四、消化道出血（一）上消化道出血（二）下消化道出
血五、消化道内镜六、肝脏疾病（一）脂肪肝（二）肝纤维化（三）肝硬化（四）原发性肝癌（五）
肝移植和肝损伤（六）肝脏良性肿瘤（七）肝病及其他七、胆道疾病（一）胆囊炎和胆石症（二）胆
囊癌和胆管癌八、胰腺疾病（一）急性胰腺炎（二）胰腺癌九、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十、腹水及腹膜
、肠系膜、腹膜后疾病（一）腹水（二）腹膜、肠系膜、腹膜后疾病文选造血系统疾病一年回顾一、
红细胞疾病（一）再生障碍性贫血（二）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三）溶血性贫血（四）地中海贫
血（五）缺铁性贫血（六）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七）其他二、白细胞疾病（一）急性白血病（二）慢
性白血病（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四）慢性骨髓增生性疾病（五）其他白细胞疾病三、出血性疾
病（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二）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三）过敏性紫癜（四）凝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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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症（五）血小板功能研究（六）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四、其他造血系统疾病（一）淋巴瘤（二）浆
细胞病（三）其他五、输血与血型（一）血源质量调查（二）输血和输血反应（三）血型（四）新生
儿高胆红素血症六、造血干细胞移植（一）实验研究（二）临床研究文选泌尿系统疾病一年回顾一、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一）肾小球肾炎（二）肾病综合征（三）1gA肾病（四）薄基底膜肾病二、继发
性肾小球疾病（一）狼疮性肾炎（二）紫癜性肾炎（三）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四）糖尿病肾病
三、肾小管-间质疾病与尿路感染（一）肾小管-间质疾病（二）肾结核（三）尿路感染（四）马兜铃
酸肾病及其他药物性肾病四、急性肾衰竭五、慢性肾衰竭与透析（一）慢性肾衰竭（二）血液透析（
二）腹膜透析六、肾肿瘤七、肾囊肿与遗传性肾病八、肾移植九、肾活检文选内分泌及代谢疾病一年
回顾一、下丘脑、垂体疾病（一）垂体瘤（二）中枢性性早熟（三）生长激素缺乏症（四）尿崩症（
五））其他二、甲状腺疾病（一）碘缺乏及高碘（二）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三）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四）桥本甲状腺炎（五）甲状腺结节、囊肿和甲状腺肿（六）甲状腺肿瘤（七）甲状腺功能检查（八
）其他三、甲状旁腺疾病（一）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二）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四、肾上腺疾病（一
）库欣综合征（二）醛固酮增多症（三）嗜铬细胞瘤（四）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五）先天性肾上腺
皮质增生症（六）肾上腺肿瘤、曩肿（七）其他五、糖尿病（一）流行病学（二）遗传与基因（三）
实验室检查（四）并发症（五）治疗（六）胰岛素抵抗六、其他（一）肥胖（二）多发性内分泌腺瘤
病（三）骨质疏松症（四）肝豆状核变性（五）大骨节病（六）痛风及高尿酸血症（七）性腺疾病（
八）其他文选风湿性疾病一年回顾一、类风湿关节炎（一）基础研究（二）临床研究二、强直性脊柱
炎三、系统性红斑狼疮（一）遗传基因（二）免疫调节（三）临床研究四、多发性肌炎／皮肌炎五、
白塞病⋯⋯化学、物理因素所致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精神疾病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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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消化不良的流行病学我国广东城镇居民的问卷调查显示消化不良患病率为18.9％，美国社
区居民的患病率为25％；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
流行病学调查的患病率是指未经检查的消化不良症状，经检查后发现0D仅占消化不良患者的少数，多
数患者为FD。
有关消化不良发病率的流行病学资料相对较少，推测年发病率约为1％。
虽然人群中消化不良的患病率很高，但总的就诊率不到50％。
研究表明，腹部症状明显、胃肠外症状较多者就诊率较高。
此外，焦虑及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也是导致消化不良患者就诊的重要原因。
据统计，在我国以消化不良为主诉的患者占普通内科门诊的11.05％、占消化专科门诊的52.85％，采用
罗马Ⅲ诊断标准对消化专科门诊连续就诊消化不良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符合FD罗马Ⅲ诊断标准
者占就诊患者的28.52％；占接受胃镜检查患者的7.2％。
与消化不良发病的相关因素有：脑力劳动、工作紧张、睡眠状况差、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NSAID）
和饮食不当等。
三、消化不良的病因与病理生理（一）OD消化系统的良、恶性疾病均可引起消化不良，其中以消化
性溃疡和胃食管反流病（GERI）最为多见，消化系统恶性病变引起的消化不良在我国也不少见。
消化系统以外的疾病也可引起消化不良，如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充血性心力衰竭、甲状腺功能
亢进以及硬皮病等。
某些药物如NSAID、选择性环氧合酶（COX）-2抑制剂、茶碱、口服抗生素及补钾剂等均可引起消化
不良症状。
（二）FDFD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其病理生理学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运动功能障碍FD患者近端胃适应性舒张功能受损，顺应性下降，致使餐后胃内食物分布异常，引起
餐后饱胀、早饱等。
FD患者还存在移行性复合运动（MMC）Ⅲ期出现次数减少、Ⅱ期动力减弱及胃十二指肠反流等。
研究表明，运动功能障碍是FD的主要发病基础，约有40％的FD患者存在胃排空延缓，可能与胃电节
律紊乱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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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内科年鉴(2009)》是由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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