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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心律学（2012）》可谓精彩选出，让人赏心悦目。
编写过程中逾越最大的难关则是选题，前四卷已精选500多文题，几乎完全涵盖了心律失常的整个领域
，如何在住这有限的空间开垦新的处女地，再挖掘出前沿而实用的选题委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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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心衰时恶性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复杂，涉及临床和基础多个领域，包括遗传机制
、重塑机制、神经体液机制、细胞电生理和离子通道学机制、分子信号转导机制等。
此外，心衰猝死的发生还与引起心衰的基础疾病有关。
冠心病心衰患者可因心肌缺血导致心肌电活动紊乱；心梗边缘区部分结构纤维化使心电传导不均一，
心梗后心室机械力学的变化影响离子通道的功能；缝隙连接的分布和电负荷的适应性改变，均可诱发
恶性室性心律失常。
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发生恶性心律失常不仅与心肌细胞排列紊乱、心
肌缺血和瘢痕组织替代等有关，还与HCM患者存在基因突变有关。
扩张型心肌病（dilatedcardiomyopathy，DCM）是一种以左室扩大及收缩功能受损为特征的慢性心肌病
，其年发病率为20／10万，患病率为38／10万，40％的DCM患者有家族史。
DCM合并恶性心律失常的机制可能与心电不稳定以及机械—电反馈异常等有关。
 心衰患者猝死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恶性心律失常。
Framingham研究发现约半数临床表现比较稳定的心衰猝死者，在1小时内突发症状而死亡，83％心衰猝
死的直接原因是快速性室性心律失常，17％是缓慢性心律失常。
致死性心律失常发作突然，难以救治，危害极大。
近年来，随着心血管疾病诊断及介入技术的迅速发展，心血管病的总死亡率已有所降低，但由于不良
的生活习惯、精神压力以及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不断增加，心源性猝死（suddencardiac death
，SCD）的发生率仍逐年增高，因此备受医生的关注。
美国心脏性死亡中约有一半以上表现为SCD，占总死亡的15％以上，我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SCD发生
率为41.84／10万，每年SCD总人数高达54.4万，每天约1479人。
 目前已有一些有创和无创的检查方法用于心力衰竭患者SCD的危险分层，有创检查属于介入方法，对
恶性心律失常和SCD的预测价值有限，且其风险大、费用高、耗时长，难以普及推广，而且许多心肌
梗死后SCD患者的心脏电生理检查结果往往是阴性的，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不够，故不能作为SCD常
规预测方法使用。
2008年“无创性检查技术对心源性猝死危险分层的专家共识”明确指出无创技术对SCD危险分层具有
很重要的临床价值，是最经济、方便的检查方法，但是，目前在这些检查方法中除了左室射血分数
（1eftventrie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之外，其他指标的阳性预测价值均较低。
已有研究表明J波和碎裂QRS（fragmented QRS，fQRS）波均可引起心室复极化不均一，为2相折返提供
基质，诱发室速／室颤，进而发生SCD，因此J波和fQRs波可能成为心衰致猝死的新的心电学预测指标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心律学>>

编辑推荐

《中国心律学(2012)》由权威专家集体执笔，内容体现当年最前沿的理念、最新的技术、心律失常诊
治全方位的新进展。
保持前沿、保持最新是《中国心律学(2012)》的特色。
内容实用，适合于心血管内科医生、研究生、相关基础研究人员阅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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