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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常见病诊治重点与难点丛书：心律失常学》首先介绍了心律失常的概况、心脏传导系统解剖组
织学和电生理学以及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然后介绍了心律失常的常规诊断技术、方法扣药物与非药
物治疗，重点阐述临床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包括窦性心律失常、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房内阻滞、房
室传导阻滞、室内阻滞、过早搏动、室性心动过速、QT综合征以及预激综合征等的诊断与治疗。
《常见病诊治重点与难点丛书：心律失常学》在编写过程中充分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对疑难
点适度阐述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可能预见的解决方法，同时注重实用性，并力求详尽准确。
　　《常见病诊治重点与难点丛书：心律失常学》适合心血管内科及相关专业的临床医务工作者阅读
，同时还可作为医学院校师生工作和学习的工具书及辅助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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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来春林：副主任医师。
男，1962年2月出生，山西晋城人。
中共党员。
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
现任山西省心血管病研究所临床心电生理室主任，兼任中华心电生理与起博学会山西分会副主任委员
。

主要业绩：
主攻临床心血管疾病的诊治和研究。
经过10余年的理论钻研和临床实践，成为山西省卫生系统心内科学科带头人，系山西省心律失常诊治
方面颇有建树的年轻专家。
先后撰写了20余篇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医学论文，承担并完成了2项科研课题，分别达国内先进水平和
省内领先水平，填补了省内3项空白，并先后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参加了学术活动。
个人连续多年获单位和卫生厅先进工作者和医德医风标兵称号；其所领导的科室成为省级重点实验室
，并连续5年荣获先进科室称号。
山西省把心脏病的诊治作为专项医学课题进入攻关时代，在心脏病的治疗手段上由过去的单纯药物控
制走向了非药物治疗的现代化治疗手段--心脏病的介入性治疗。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其功不可没，既是国外现代医疗设备和技术的考察和引进者，更是现代医疗手段
的直接掌握者和直接实践者。
自1995年第1例心跳过速射频消融治疗成功至今已有300多例不同类型的心动过速患者在其手中恢复了
健康，还为近200例不同类型的心动过缓和心脏停跳患者成功地植入了不同型号的心脏起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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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传导性是指心肌细胞具有传导兴奋的能力。
心肌是一种机能合胞体，当任一单个心肌细胞膜任何部位产生兴奋或冲动时，其可以在整个心肌细胞
迅速传导，也可通过组织学上的闰盘结构向邻近的心肌细胞传导，从而使整个心肌群发生兴奋，并引
起收缩。
传导性的高低可用兴奋的传导速度来衡量。
心脏内兴奋传导具有显著的特点：1.心肌细胞间存在直接电传递，即闰盘和缝隙连接，通过以上结构
，兴奋可在细胞间迅速传导，以实现其同步性活动，使整个心室／整个心房构成一个功能上互相联系
的机能合胞体。
2.心脏存在特殊传导系统可进行有序传导，在正常心脏上，窦房结的冲动发生于小的成堆的窦房结P细
胞，形成心脏最早的起搏点，然后经窦房结周围纤维缓慢扩布，到达特殊结间束和工作心房肌细胞，
几乎同时还沿前、中和后三个结间束传导到房室交界区。
当冲动经过房室结进入希氏束，传递速度骤然加快，冲动经束支、外周浦肯野纤维网，从而引起心内
膜下心室肌产生冲动，然后通过心室肌细胞之间的闰盘结构，将冲动由心内膜传向心外膜，最后引起
所有心肌的兴奋。
3.兴奋在心脏内的传导存在速度不均一性，心室内浦肯野纤维传导最快，保证心室肌几乎完全同步收
缩，产生较好的射血效果。
房室结传导最慢，存在房室传导延搁，房室不同时收缩，心室收缩紧跟在心房收缩完毕后进行，保证
心室的良好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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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了进一步提高临床医师诊断和治疗心律失常的水平，满足心血管内科及相关专业医务人员，特别是
广大基层医务工作者的临床需要，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结合编者们的临床经验编写
了《心律失常学》(来春林主编)一书。
    本书首先介绍了心律失常的概况、心脏传导系统解剖组织学和电生理学以及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
然后介绍了心律失常的常规诊断技术、方法和药物与非药物治疗，重点阐述临床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
，包括窦性心律失常、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房内阻滞、房室传导阻滞、室内阻滞、过早搏动、室性心
动过速、QT综合征以及预激综合征等的诊断与治疗。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充分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对疑难点适度阐述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可能预见的
解决方法，同时注重实用性，并力求详尽准确。
    本书适合心血管内科及相关专业的临床医务工作者阅读，同时还可作为医学院校师生工作和学习的
工具书及辅助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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