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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急性心肌梗死是冠心病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其严重程度不仅使专业医师对其高度重视，即使在
一般人群也对之有“谈虎色变”的感觉。
随着医学理论的发展和相关科学的进步，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和治疗也在飞速发展，新概念、新观点
、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成果不断涌现。
“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近年来循证医学的快速发展，使急性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的概念有了较
大的改变，为此编者收集了国内外一些较有价值的文献，并结合自己的经验以专题形式编著成书，力
求反映在急性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方面现代循证医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书重点介绍了急性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的新进展和新技术，为突出新颖和理论结合实际的特点
，略去了一些已经成熟的内容，而着重介绍与临床有关的基础理论和最新进展以及一些尚未成熟的观
点，还编入一些临床研究和诊治过程中的方法学问题，“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力求开拓诊断和治
疗的思路，更新急性心肌梗死的相关知识，并能指导临床实践。
　　本书亦为《急性心肌梗塞的新概念》和《急性心肌梗塞的现代诊断和治疗》的继续，力图再度介
绍急性心肌梗死诊断与治疗的最新进展。
“道可道，非常道”，虽然书中有些观点还存在争议，有些学说还不成熟，然鉴于博采众长之本意，
在此亦予以介绍，供读者参考。
“学然后知不足”，本书涉及文献资料浩瀚繁杂，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望批评指正。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本书主要供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的临床医师、科研工作者、研究生、进修医师和医疗保健工作者阅读
，亦可供其他临床各科人员和高年级医学生参考，并是一本医学生毕业后继续教育的实用参考书。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
本书参阅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著作和论文资料，由于篇幅有限，未列出参考文献，敬请有关作者见谅
。
在此，谨向被引用资料的所有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过程中，亦受到了诸多学者的教诲和同志们的帮助。
值此付梓之际，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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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急性心肌梗死是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系统危重症之一，起病急骤，病情变化迅速，处理棘手，死亡率也
较高。
其诊断和治疗近年来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新的诊断技术和介入性治疗方法的不断涌现，使急性
心肌梗死的诊断和治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本书系统深入地介绍了急性心肌梗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新进展、新概念，并侧重临床常用的诊断方法
及治疗技术，对临床和实验研究均有指导意义。
主要内容有急性心肌梗死的病理生理、病理解剖、临床表现、实验室诊断、右室及心房梗死等特殊部
位梗死、抗凝治疗、溶解血栓疗法、介入性治疗、亚低温治疗、康复治疗，以及缺血性心肌病、心室
重构、心肌缺血预处理等临床现象。
本书熔铸了国内外的新近成就，资料新颖，内容丰富，突出临床，适合于心血管专业医师、科研工作
者、研究生和高年级医学生参考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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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人们当时已经能够诊断急性心肌梗死，但心肌梗死仍被认为是少见病。
波士顿的Joseph Weam在1923年发表了一篇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及心肌梗死的文章。
他认为心肌梗死的发病率高于人们预计值。
他还强调了人们对心肌梗死的误诊。
有些貌似心肌梗死的症状和体征可能由机体的其他疾病导致，如心力衰竭、急性消化不良、脑出血等
。
关键要识别这些症状和体征是否由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引起。
Weam在文章中还提出了治疗急性心肌梗死的指南。
他再三强调了“绝对卧床”的重要性，绝对卧床即避免一切体力活动。
他还指出患者如出现心力衰竭症状，必须限制液体的摄入、使用地高辛抗心力衰竭、硝酸盐和吗啡止
痛以及咖啡因和樟脑升高血压。
　　与Weam同时代的John Mcnee，Emanuel IAbman，Warfield Longcope，Harold Parliam，Sidney Thayer
也就冠状动脉血栓形成这一课题发表了重要的专题论文。
1928年，两个英国医生John Parkinson，Evan Bedford发表了一篇尤为重要的文章。
他们认为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引起心肌梗死就如同中风引起脑血栓一样。
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和脑血栓都是动脉疾病的并发症，它们都具有相同的病理改变和相关的临床表现。
他们选择了100位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时其临床表现、心电图变化、并发症、治疗和预后进行了观察分
析小结。
Parkinson，Bedford的文章引起了英国研究冠状动脉血栓的临床医生极大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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