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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冠心病的概念，冠心病的危险因素(源头)及易患因素,防治冠心病的相关知识,
冠心病的预防与治疗，冠心病患者的饮食、运动、日常起居与心理调适，冠心病合并其他心脑血管病
“危险伙伴”的防治，如何走出冠心病诊治误区。
本书内容新颖翔实，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科学实用，是帮助读者远离冠心病与科学防治冠心病的良
师益友，适合于广大读者阅读，对心脑血管病临床医师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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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梗死    女性急性心肌梗死的特点    心肌梗死会杀回马枪  （二）冠心病的发病情况与危害    冠心病逼
近年轻人    近年来冠心病的发病率为何增多？
  （三）冠心病的防治知识    预防冠心病，应从儿童做起    预防冠心病应做到“九要”    警惕隐性冠心
病    防治冠心病的“起跑线”    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是防治冠心病的基本措施    怎样防治冠心病    冠心病
如何早防早治    冠心病防治的新策略    春天冠心病患者要小心    提防“狡猾”的不稳定性心绞痛偷袭    
冠心病患者如何预防心肌梗死？
    抓住冠心病发作的最初60分钟    分级“治理”冠心病    冠心病治疗的“三驾马车”    冠心病的“时间
疗法”    对抗冠心病要靠“三早”    家中必备冠心病急救药    用好冠心病的“救命药”    中药治疗冠心
病更安全    10种心绞痛怎么治    治疗心绞痛，药物不可随意加大剂量    抗心绞痛须防药物耐受    使用硝
酸甘油的“八项注意”    冠心病患者的用药禁忌    哪些人不宜服用小剂量阿司匹林    心律失常都要治
疗吗    常见心律失常的防治原则    心力衰竭能防能治    心力衰竭的治疗原则有哪些    为何冠心病易致猝
死    为什么冠心病患者容易发生猝死呢？
    七大“法宝”预防冠心病猝死  （四）老年人的冠心病预防    冠心病发病多在老年期    老年人应防治
血脂异常    老年冠心病的防治  （五）无症状性心肌缺血的防治    心肌缺血常无症状    无症状心肌缺血
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无症状性心肌缺血的预防    无症状性心肌缺血的治疗四、冠心病的预防  （一）冠
心病的三级预防    ⋯⋯  （二）堵住“源头”，预防冠心病  （三）冠心病的具体预防措施五、冠心病
的治疗   （一）心绞痛的治疗  （二）心肌梗死的治疗及康复  （三）心律失常的防治  （四）心力衰竭
的防治  （五）心脏性猝死的防治  （六）中医治疗冠心病  （七）冠心病的特殊治疗六、冠心病的生活
起居  （一）冠心病的饮食  （二）冠心病患者的运动与康复  （三）冠心病患者的日常起居及心理调整
七、冠心病合并其他心脑血管病八、走出冠心病诊治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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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心脏的跳动    如果你关心自己的心脏，你一定会问：为什么心脏能成年累月地不停在跳动?它的起
搏点在哪里?是怎么引起来的?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从头说起。
    大家知道，人体的肌肉运动受大脑的指挥，按大脑的命令行事。
舞蹈家舞姿的优美，钢琴家手指的灵巧，运动员步伐的矫健，都离不开大脑的指挥。
心脏也是由肌肉组成的，可是你能命令自己的心脏暂时停止跳动吗?不能。
你能随意让心脏跳快跳慢吗?也不能。
我们平时不论醒着或睡着，都未曾有意识地指挥过自己的心脏跳动，可是心脏总是在不知疲倦、夜以
继日地工作着。
心脏为什么能有节奏而不停地跳动呢?这是因为心脏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能——自动节律性。
动物实验证明，如把心脏从动物体内取出来，只要经常向心脏内灌注含有必需营养的液体，心脏就能
继续跳动一定的时间。
比如，将青蛙的胸部用小刀剖开，就会看到青蛙的心脏在有规律地跳动，甚至将青蛙的心脏割下来，
它也会继续跳动；如将青蛙的心脏放在生理盐水里，它可连续跳动几个小时。
这说明，心肌与一般骨骼肌不同，它在离体和脱离神经支配的情况下，仍然有自动产生兴奋和收缩的
能力，这种特性就称为自动节律性。
    心脏的这种自动节律性是从哪里来的?过去许多生理学家做过无数次生理实验，观察的结果回答了这
个问题。
他们早期的经典实验是用青蛙的心脏做的，暴露青蛙的心脏，用1根线在静脉窦与心房交界处结扎，
这时心房、心室立即停止跳动，但静脉窦仍在有节奏地收缩。
这说明静脉窦是蛙心跳动的起搏点，心房、心室的收缩是由静脉窦控制的。
若将青蛙的心脏放在生理盐水中观察20～30分钟，已停止跳动的心房、心室又开始收缩，只是每分钟
跳动的次数比以前减少了，心跳频率减慢了。
这说明在静脉窦外，青蛙的心脏还有第二个起搏点，只是活动频率较低，平时不起指挥心跳的作用，
但当心脏活动失去上级“司令部”的指挥时，它可以取而代之，指挥心脏的活动，称为次级“司令部
”。
如在心房、心室恢复跳动以前，在房室交界处用线扎一下，很快又会看到心室收缩。
这说明这个结扎刺激了房室交界处的特殊组织——次级“司令部”所在部位。
这是一个有名的古老实验，是生理学家斯塔林首先做的，所以叫“斯塔林结扎”。
    人的心脏没有静脉窦，但有窦房结——高级起搏点，其功能相当于青蛙的静脉窦，位于右心房和上
腔静脉入口处。
它的兴奋节律性最高，每分钟为60～100次，控制着整个心脏的活动，成为整个心脏搏动的“起搏点”
；其次是房室交界组织——次级起搏点，位于房室交界处，每分钟发出频率为40～60次；心室内也有
起搏组织，它的节律性最低，每分钟为20～40次。
    心脏的这些部位为什么能按时发出“命令”?这些命令又是怎样传达到心肌组织的呢?这还要从电生
理学讲起。
    一切活着的细胞都要进行新陈代谢，产生能量的电位变化，称为生物电。
这是活细胞的基本特性之一。
活着的细胞虽然都能产生生物电，但各有特点。
如自动节律性放电却是心脏内自律组织所特有的现象。
我们所说的心脏自律组织，包括窦房结，心房内传导组织(房间束与结间束)、房室交界组织(包括房室
结)和心室内传导组织(房室束及浦肯野纤维)。
这些特殊组织内含有自律细胞，可以自动、按时、有节奏地发放电冲动，这也是自律组织共有的生理
特点。
心脏起搏点发放的电冲动，是通过特殊的心肌纤维向下传导的，其传导径路和程序十分严格，成为独
立的起搏传导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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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房结发出的电冲动，通过结间束传至心房肌和房室结；房室结的细胞群，像变电站一样，接收冲动
，转换冲动；由房室结转换的电冲动，通过房室束下传到浦肯野纤维，后者分布于整个心室肌，因而
可引起心室的兴奋和收缩。
心房肌先接受>中动，先收缩；心室肌后接受>中动，后收缩，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那么，心脏的自律细胞为什么能自动、有节律地放电?为什么不同自律组织的兴奋频率不一样?这些都
和细胞的生物、物理、化学变化有关，也是当今许多电生理学家正在研究的问题。
知识深奥、复杂，要想进一步了解还须阅读有关的专门书籍。
    前面我们说过，心脏的跳动不受意志支配，心脏有自己的起搏传导系统。
但这并不是说，心脏是人体的“独立王国”，更不是说心脏的活动不受任何系统的影响和控制。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在激动和十白羞的时候，会出现面红耳赤，心跳加快。
    当我们测验百米赛跑运动员的时候，裁判员喊：“各就各位，预备——”，大家都摆好了起跑姿势
，虽然“跑”的口令还没有发出，但全身肌肉紧张，心跳加快，流向四肢肌肉的血液也增加了。
    有人做过这样一个有趣的试验：让一个人平躺在天平床上，指针正好指在中间，说明他水平躺着。
试验者让他做数学题，虽然问题并不复杂，他总要思考一下，试验者立刻发现，天平床上的指针向头
部一侧动，说明头部一侧重量增加了。
难道“思维本身还有重量吗?”当然不会。
但人脑思维的时候，脑血管扩张，脑血流量增加，所以脑的重量增加了，使天平床的头部一端下沉。
    这些事实说明，心脏血管系统的活动，是受神经系统控制的。
大脑的命令，通过传出神经下达到心脏血管系统，而心血管系统的信息，也通过传入神经报告给中枢
神经系统。
    另外，内分泌系统也管理着心血管系统的活动，使它适应机体的需要。
当情绪激动或运动时，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及去甲肾上腺素分泌增加，使心跳加快，心收缩力加
强：外周血管收缩，血压上升：而活动的肌肉血管扩张，血流量增加。
当然，这是一套极其精细复杂的自动控制系统，它是在动物机体几十万年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和完善的，只是不直接受我们“有意识”的下达命令的指挥而已。
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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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冠心病的“五兄弟”：无症状心肌缺血，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猝死。
    如何早期发现冠心病？
冠心病患者如何保健？
如何抓住冠心病发作的最初60分钟？
家中应备哪些冠心病急救药？
十种心绞痛怎么治？
如何进行心律失常的病因治疗？
如何预防猝死型冠心病？
餐桌上能预防冠心病的食物有哪些？
冠心病患者有哪些用药禁忌？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张“健康生活”的处方吧!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远离冠心病>>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