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创伤修复基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创伤修复基础>>

13位ISBN编号：9787800206795

10位ISBN编号：7800206793

出版时间：1997-05

出版时间：人民军医出版社

作者：王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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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修复基础>>

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创伤修复基本理论并涉及临床治疗的学术专著。
共分10章，内容
包括创伤修复（愈合）的研究历史与发展方向，与创伤修复（愈合）密切相关的病理学、生化学、免
疫
学、分子生物学以及创伤修复材料等基本理论与实用方法，有关创伤修复模型、影响创伤修复的各
种因素、酶学清创与修复以及传统医学与创伤修复等。
内容丰富，取材新颖，文图并茂，反映了国内
外创伤修复学理论与临床应用的最新进展。
可供外科、病理科医师和从事创伤医学及相关专业的
研究人员阅读，亦可作为高等医学院校的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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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蛋白多糖与创伤修复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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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血管及其生长因子在创伤修复
中的作用
一、血管内皮对创伤修复的影响
二、血管源性生长因子的细胞生物学效应
三、内皮衍生收缩因子－内皮素对组织创伤
的修复作用及其机制
第六节 自由基与创伤修复
一、自由基的一般知识
二、自由基与创伤修复
第三章 创伤修复的生化及免疫
第一节 创伤修复的主要过程
一、局部炎症反应阶段
二、细胞增殖分化及肉芽组织形成阶段
三、组织重建阶段
第二节 胶原的合成和代谢
一、胞外间质成分与胶原代谢
二、胶原的合成
三、几种主要胶原类型
第三节 多肽生长因子在创伤修复中的作用
一、多肽生长因子与细胞增殖和分化
二、多肽生长因子与胶原的合成、分泌及更新
第四节 细胞间质在创伤修复中的作用
一、细胞间质的主要成分及其性质
二、细胞间质对细胞生长的调节作用
第五节 创伤修复生化类新药的研究现状
第四章 创伤修复的分子生物学
第一节 生长因子与创伤修复概述
一、生长因子的基本概念
二、生长因子的作用机理
三、生长因子的生物学作用
四、生长因子与创伤修复
第二节 血小板来源的生长因子
一、概述
二、PDGF的受体
三、PDGF的作用和创伤修复
第三节 表皮细胞生长因子
一、概述
二、EGF的受体
三、EGF的作用和创伤修复
第四节 转化生长因子β
一、概述
二、TGF－β的受体
三、TGF－β的作用和创伤修复
第五节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一、概述
二、FGF的受体
三、FGF的作用和创伤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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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一、概述
二、IGF的受体
三、IGF的作用和创伤修复
第七节 肿瘤坏死因子
一、概述
二、TNF的生物学特性
三、TNF受体
四、TNF的生物学作用
五、TNF在创伤修复中的作用
第八节 白细胞介素
一、概述
二、IL－2与创伤修复
三、ILL－1与创伤修复
第九节 神经生长因子
一、概述
二、NGF的一般理化特性
三、NGF在体内的分布
四、NGF受体
五、NGF的生物学活性
六、NGF的作用机制
七、NGF与创伤修复
第十节 生长因子的应用和展望
一、生长因子在皮肤创伤修复中的应用
二、生长因子在其它几种组织修复中的应用
三、生长因子应用的问题和展望
第五章 影响创伤修复的主要因素
第一节 生化改变和营养与创伤修复
一、炎症
二、结缔组织增生
三、微量元素
第二节 微循环改变与创伤修复
一、微循环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二、组织损伤时微循环系统的改变
三、损伤局部微循环紊乱的机理
四、组织修复过程中微循环紊乱的位置
第三节 潮湿环境与创伤修复
一、创面潮湿环境愈合的概念与发展
二、潮湿环境促进伤口愈合的机理
三、结论
第四节 低氧和乳酸与创伤修复
第五节 感染与创伤修复
一、不同创伤伤口的细菌分布
二、创伤伤口的细菌数量
三、感染对修复的抑制作用
第六节 影响创伤愈合的其它因素
第六章 创伤修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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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创伤修复的动物模型
一、用于创伤修复研究用动物的选择原则
二、用于创伤修复研究常用动物生理和
局部解剖特点
三、实验动物的管理
第二节 创伤修复模型的复制
一、烧（烫）伤模型
二、机械性创伤修复模型
三、促进伤口上皮化的动物模型
四、上皮化及血管化创面模型
五、慢性伤口模型
六、伤口愈合的基质学分析
七、人表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和血管内皮
细胞培养模型
第七章 瘢痕和溃疡的形成与控制
第一节 瘢痕组织的病理学
一、正常皮肤瘢痕
二、增生性瘢痕
三、瘢痕疙瘩
第二节 瘢痕的生化、免疫和分子生物学
一、生化
二、分子生物学
三、生长因子
四、免疫
第三节 瘢痕组织分类与临床表现
一、表浅性瘢痕
二、增生性瘢痕
三、瘢痕疙瘩
四、萎缩性瘢痕
五、挛缩性瘢痕
六、瘢痕癌
七、蹼状瘢痕
八、桥状瘢痕和赘状瘢痕
第四节 瘢痕的病因学
一、瘢痕的形成
二、瘢痕形成的影响因素
第五节 瘢痕的治疗
一、手术治疗
二、非手术治疗
第六节 溃疡概述
一、溃疡的病因
二、溃疡的分类与临床表现
三、治疗
第七节 褥疮
一、病因
二、诱发褥疮发生的危险因素
三、感染在褥疮形成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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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褥疮的病理改变、分类和临床表现
五、褥疮的预防
六、褥疮的治疗
七、治疗褥疮的其它新方法
第八节 糖尿病性足部溃疡
一、病因学
二、治疗
三、预防
第九节 静脉溃疡
一、发病机理
二、治疗方案
第八章 蛋白酶类与创伤修复
第一节 胶原酶及其在创伤愈合中的作用
一、哺乳动物胶原酶
二、细菌性胶原酶
三、作为治疗用药的胶原酶
四、胶原酶与褥疮治疗
第二节 其它几种蛋白酶的生物学特性与
临床作用
一、链激酶和链道酶
二、纤溶酶和脱氧核糖核酸酶
三、胰蛋白酶
四、菠萝蛋白酶
五、枯草杆菌蛋白酶
六、磷虾酶
第三节 烧伤创面酶学清创的经验与教训
一、概述
二、酶学清创法的临床评价
第九章 创伤修复材料
第一节 概述
一、引言
二、创伤修复材料的基本功能
三、创面环境的控制
四、修复材料的基本类型
五、修复材料的使用范围
第二节 敷料类型与设计的基本原则
一、概述
二、生物敷料及生物复合人工皮
第三节 创伤修复材料的研制
一、国内几种材料研制情况
二、国外几种材料研制情况
第四节 修复材料常用参数及其评价方法
一、厚度的测量
二、孔径及孔洞的体积
三、力学实验
四、吸液和保液性
五、膨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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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透湿（水）性
七、氧透过性测定
八、中小分子物质的通透性
九、胶原的鉴定
十、粘附力实验
十一、醛交联和对细菌胶原酶的耐受力
十二、凝血试验
十三、免疫学试验
十四、细菌学
十五、细胞学实验
十六、其它
第五节 灭菌与保存
一、常用灭菌法
二、保存
第六节 动物实验有关问题
一、毒性及安全性试验
二、功能性实验
三、功能性实验常用的观察指标
第七节 临床应用
一、临床试用有关问题
二、临床应用
第八节 结语
一、创伤修复材料研究现状
二、创伤修复材料存在的主要问题
三、今后的发展趋势
第十章 传统医学与创伤修复
第一节 中医学创伤修复源流述要
第二节 中医学创伤修复的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中创伤修复术语释义
二、中医学对创伤发病原因的认识
三、中医学对创伤修复病理机制的认识
四、中医学对创伤修复的辨证
五、中医学对创伤修复的治疗
第三节 中医学创伤修复常用方剂、外用
药物及传统制剂
一、中医学创伤修复常用方剂
二、中医学创伤修复常用外用药物
三、中医学创伤修复传统制剂
第四节 常见创伤性疾病的诊治
一、出血
二、肿疡
三、溃疡
四、褥疮
五、臁疮
六、漏
七、瘢痕
八、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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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冻疮
十、蛇伤
十一、附骨疽
十二、伤筋
十三、脱臼
十四、头部损伤
十五、胸部损伤
十六、腰腹损伤
第五节 中医学对创伤修复研究现状及展望
一、研究现状
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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