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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参考国外权威著作和有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作者的临床实践和经验，向读者系统介绍心脏常
规操作技术定义、原理、操作技巧、适应证、并发症及处理、诊断意义、临床应用价值和当前研究进
展。
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心脏起搏、电复律、体外反搏、心电生理检查、心脏血管超声、人工通气等循环
支持技术，同时讲述了近几年发展较快的各项诊断技术，如主动脉内气囊反搏、体外人工膜肺、急诊
体外循环、冠脉介入治疗、血管内超声、冠脉内超声及连续性血液净化等。
本书内容全面实用、丰富新颖，图文并茂，为心血管领域的专科医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能提高临
床医师对心脏常规检查和操作治疗的认识和运用能力，提高急救和治疗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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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心电图心电图信号的基础是人体的心肌在收缩和舒张过程中所产生的生物电活动，由无数单个
心肌细胞的电激动集合起来且在体表能够记录到的电信号即为心电图。
心电图实际代表了整个心脏激动过程的综合向量。
第一节心电图的基本原理心脏是由心肌细胞组成并具有瓣膜结构的器官，是人体血液循环的动力装置
。
其基本活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机械活动，表现为心肌的收缩与舒张。
心脏的每一次收缩与舒张称一个心动周期，目的是为了不断地将血液推送到人体各组织器官以保证人
体生理功能，即心脏的泵功能。
心脏的另一种活动是生物电活动，表现为心肌细胞的除极与复极，激发心脏协调的机械活动，每一次
除极与复极称一个心电周期。
正常人电激动起源于窦房结，经房室传导系统传至普通心房，心室工作肌细胞兴奋引起心肌的机械活
动反应。
心脏的活动顺序是电活动在先，机械活动在后，两者相差约0．04～0．06s。
电活动与机械活动相互偶联共同完成心脏的泵功能。
心电图是针对心脏生物电活动的无创性检查手段，在人表面安放电极，通过导线将心脏电活动周期在
人体表面形成的电位差，通过仪器记录下来，打印在方格坐标纸上的各种曲线。
虽然心电图不是直接记录心脏的电活动，但其每一个波形都反映了心脏电场在体表电位的变化。
自Einthoven1903年创立心电图检查以来，这项技术迄今已经在临床应用了整整103年，成为心血管疾病
不可缺少的诊断工具。
但由于常规心电图记录时间有限，对发作短暂的心律失常、特殊部位的心肌缺血，常常难以捕捉到。
因此，心电图检查的正常并不意味患者无心脏疾患，而某些心电图的异常亦不能视为心脏疾病的诊断
依据。
总之，我们应合理使用心电图为临床服务，避免片面认识或孤立依靠心电图判断所造成的偏差或谬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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