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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作者参考国内外最新文献，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系统介绍了创伤
休克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诊疗技术。
包括创伤休克血液流变学、神经内分泌学改
变，细胞因子、氧自由基、磷脂酶A2、内皮素、一氧化氮、感染等与创伤休克的关
系及相互影响，创伤休克的临床表现、诊断、预防、急救、监测、输血、药物治疗、并
发症防治，以及烧伤休克的处理等。
内容先进，理论与临床紧密结合，反映了创伤
休克基础与临床研究的现代水平，适于各级临床医师、科研人员及医学院校师生
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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