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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日本国立精神神经中心武藏医院中征哉教授编写，为引进国内的第一本肌肉病理学图谱，该书
全面阐述了肌肉病理学的诊断技术，内容包括肌肉组织标本的固定，切片与染色方法，肌肉组织病理
、肌肉电镜的读片方法。
重点介绍了主要肌肉疾病的临床、肌肉组织病理及肌肉电镜检查的特征。
　　本书内容翔实，其中包含了许多少见、罕见疾病的珍贵病理图片。
本书适合神经内科医生、学生，病理科医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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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埜中征哉，日本国立精神神经中心武藏医院名誉院长，1964年（昭和39年）熊本大学医学部毕业
，1969年（昭和44年）医学博士国立疗养院西别府医院小儿科主任医师，1973年（昭和48年）美国西
弗吉尼亚大学神经病理学教研室留学，1977年（昭和52年）乌取大学医学部小儿神经科讲师，1978年
（昭和53年）日本国立精神神经中心神经病学研究所疾病研究第一部室长，1982年（昭和57年）日本
国立精神神经中心神经病学研究所超微结构研究部部长，1992年（平成4年）日本国立精神神经中心神
经病学研究所武藏医院临床检验部部长超微结构研究部部长（兼任），1997年（平成9年）日本国立精
神神经中心神经病学研究所武藏医院副院长，1998年（平成10年）日本国立精神神经中心神经病学研
究所武藏医院院长，2004年（平成16年）日本国立精神神经中心神经病学研究所武藏医院名誉院长
　　研究领域：小儿神经科，神经病理学，1990年因“DMD型肌营养不良缺损蛋白的研究”获得日本
厚生大臣奖，1994年因“神经肌肉疾病诊断方法的相关性研究”获得日本科学技术厅长官奖。
主要论著：新肌肉病学（南江堂，1995），线粒体病（医学书院，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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