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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共30章，详细介绍了当今广泛使用的心血管疾病的诊疗技术如心电图学、心脏影像
学、心脏介入性诊疗技术、心脏电生理检查和射频治疗等技术的操作方法和临床应用；深入阐
述常见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高血压、瓣膜病、心肌病等的诊断治疗特点；
全面地介绍了较少见的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系统疾病对心血管的影响。
本书内容丰富，实用性
强，适用于各级心血管内科医师参考，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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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心包疾病
第一节 急性心包炎
一、病因
二、病理、病理生理
三、临床表现
四、实验室检查
五、诊断与鉴别诊断
六、治疗
七、预后
第二节 慢性缩窄性心包炎
一、病因
二、病理、病理生理
三、临床表现
四、实验室检查
五、诊断与鉴别诊断
六、治疗
七、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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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其他心包疾病
一、先天性心包缺如
二、先天性心包囊肿及憩室
三、心包积血
四、心包积水
五、心包积气
第二十二章 先天性心脏病
第一节 概论
一、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率
二、先天性心脏病的病因
三、心脏的胚胎发育
四、胎儿的血液循环特点及出生
后的变化
五、先心病常见症状和体征
第二节 左向右分流型先心病
一、继发孔型房间隔缺损
二、房室隔缺损
三、室间隔缺损
四、动脉导管未闭
五、主动脉－肺动脉间隔缺损
第三节 右室流出道梗阻型先心
病
一、肺动脉瓣狭窄
二、漏斗部狭窄
三、肺动脉狭窄
四、法洛四联症
五、法洛三联症
第四节 左室流出道梗阻型先心
病
一、主动脉瓣狭窄
二、主动脉瓣上梗阻
三、主动脉瓣下梗阻
四、主动脉缩窄
第五节 大动脉和静脉起源
异常
一、右位主动脉弓
二、右心室双出口
三、完全型大动脉转位
四、矫正型大动脉转位
五、永存动脉干
六、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
七、部分肺静脉异位引流
第六节 心脏位置或结构异常
一、右位心
二、三尖瓣下移畸形（Ebstein
畸形）
三、三尖瓣闭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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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房心
五、先天性心脏憩室和室壁瘤
六、左心发育不良综合征
第七节 其他心血管异常
一、艾生曼格综合征
二、原发性肺动脉扩张
三、先天性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四、先天性冠状动脉瘘
五、冠状动脉起源于肺动脉
六、从属畸形
第二十三章 肺栓塞和肺源性心
脏病
第一节 肺栓塞
一、病因
二、病理、病理生理
三、临床表现
四、实验室检查
五、诊断与鉴别诊断
六、治疗
第二节 肺源性心脏病
一、病因
二、病理生理
三、临床表现
四、诊断
五、治疗
第二十四章 心脏肿瘤
第一节 原发性心脏肿瘤
一、心脏良性肿瘤
二、心脏恶性肿瘤
第二节 心脏转移性肿瘤
第二十五章 主动脉和大动脉
疾病
第一节 主动脉夹层分离
一、病因
二、病理、病理生理
三、临床表现
四、诊断与鉴别诊断
五、预后
六、治疗
七、疗效评价
第二节 主动脉窦瘤
一、病因与病理
二、病理生理和分型
三、临床表现
四、诊断
五、预后
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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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疗效评价
八、特殊情况与争议
第三节 梅毒性心血管病
一、病因、病理
二、临床表现
三、诊断与鉴别诊断
四、治疗
五、预后
第二十六章 其他原因的心脏病
第一节 心脏神经症
一、病因与发病机制
二、临床表现
三、实验室检查
四、诊断与鉴别诊断
五、治疗
六、预后
第二节 医源性心脏病
一、病因与发病机制
二、临床表现
三、实验室检查
四、诊断与鉴别诊断
五、治疗
六、预后
第三节 低血压病
一、原发性低血压
二、继发性低血压
三、体位性低血压
四、卧位性低血压
第四节 高原性心脏病
一、病因
二、发病机制
三、病理
四、临床表现
五、实验室检查及其他辅助
检查
六、诊断
七、鉴别诊断
八、治疗
九、预后
第五节 放射性心脏病
一、病因和发病机制
二、临床类型
三、诊断与鉴别诊断
四、治疗
第六节 高动力循环状态
一、病因和分类
二、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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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床表现
四、辅助检查
五、诊断及预后
六、治疗
第七节 遗传性心血管疾病
一、遗传与心血管疾病
二、遗传性QT延长综合征
三、马方综合征
第二十七章 影响心血管的其他
系统疾病
第一节 内分沁系统疾病
一、肢端肥大症性心肌病
二、甲状腺功能亢进性心脏病
三、甲状腺功能减退性心脏病
四、嗜铬细胞瘤性心脏病
五、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性
心脏病
六、类癌性心脏病
第二节 营养和代谢疾病
一、肥胖症所致的心脏病
二、营养缺乏所致的心脏病
三、糖尿病所致的心脏病
四、糖尿病与高血压
五、胰岛素抵抗综合征
第三节 风湿性疾病
一、类风湿性关节炎
二、系统性红斑狼疮
三、皮肌炎
四、硬皮病
五、多发性大动脉炎
六、结节性多动脉炎
第四节 消化系统疾病
一、食管疾病
二、肝硬化
三、急性胰腺炎
第五节 肾脏疾病
第六节 血液系统疾病
第七节 神经系统疾病
一、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
二、弗里德赖希共济失调
三、强直性肌营养不良症
四、腓骨肌萎缩症
五、少年型近端脊肌萎缩症
六、格林－巴利综合征
第八节 感染性疾病
一、白喉
二、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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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洲锥虫病
四、美洲锥虫病
五、莱姆病
第九节 浸润性疾病
一、结节病
二、淀粉样变性
三、血色病
第十节 电解质紊乱
一、钾
二、镁
三、钙
第二十八章 心脏病与妊娠、
手术
第一节 心脏病与妊娠
一、正常妊娠心血管系统的
变化
二、妊娠期心脏病的种类及临床
表现
三、围生期心肌病
第二节 心脏病与手术
一、各类心脏病与手术
二、手术对心血管病的影响
三、手术的决定
四、围手术期治疗
第二十九章 辅助循环、人工心脏和
心脏移植
第一节 辅助循环的临床应用
一、主动脉内气囊反搏
二、体外反搏
三、心室辅助泵转流法
四、生物机械心脏辅助
第二节 全人工心脏
第三节 心脏移植
第三十章 老龄心脏病的临床
问题
第一节 老龄心血管及有关系统的
解剖、生理变化
一、老龄心脏的解剖与生理
变化
二、老龄血管的解剖与生理
变化
三、老龄肺的解剖与生理
变化
四、老龄肾脏解剖与生理
变化
五、老龄血液系统变化
六、老龄水、电解质调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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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第二节 老龄心脏病症状特点
一、老龄患者对疾病的反应
二、老龄患者常见的心血管病
症状
第三节 老龄心脏病治疗特点
一、老年人药代动力学改变
二、老年人药效学改变
三、老年人用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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