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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拥军编著的《神经内科学高级教程(附光盘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用书)》由卫生部人才交
流中心《中国卫生人才》杂志社和中华医学会组织国内最具权威的专家共同编写，按照国家对高级卫
生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的要求，集中、准确地介绍了神经内科学专业相关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
表现、辅助检查、诊断治疗等内容，同时阐述了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技术、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新技
术和新方法，全面反映了神经内科学的基本理论、相关疾病的发展变化、诊治预防的经典方法及临床
最新进展。
《神经内科学高级教程(附光盘高级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指导用书)》不仅是拟晋升高级职称的应试
者考前复习指导用书，还是中级以上职称医务人员提高理论水平和临床实际工作能力的重要参考书。
本书具有权威性、实用性和先进性，内容涵盖面广，是高年资神经内科学从业人员必备的案头书。
本书配有多媒体光盘，包含近1000道试题，2套综合性模拟试题。
试题全部由知名专家亲自拟定。
通过实战演练，可帮助读者掌握卫生专业机考操作知识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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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1章 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技术 第一节 超声诊断 一、颈部动脉超声 颈部动脉超声
和经颅多普勒超声（TCD）是密不可分的一对检查手段，具有血管影像和血流动力学分析的功能，可
以分别获得颅内、外血管病变的诊断信息。
由于其具有操作简便、经济适用、可重复性强等优点，目前已经和TCD一起成为临床医生首选的检查
手段。
 （一）简单原理和操作方法 1．简单原理 分别应用线阵和凸阵探头，探测颈部的动脉及其主要分支，
常规检测分三步：首先看二维结构，然后看彩色血流充盈情况，最后对比频谱提供的血流速度及频谱
形态等指标，可以明确颈部动脉斑块情况、狭窄或闭塞的位置及严重程度、导致病变的原因（如动脉
硬化性或大动脉炎等）。
 2．常规检查的动脉和部位 颈总动脉（近、中、远段）、颈动脉分叉处、颈内动脉（近、中、远段）
、颈外动脉及其分支、椎动脉（颈段、椎间段、枕段）、锁骨下动脉和无名动脉。
 3．可以检测的动脉名称和英文简写 颈总动脉（common carotid artery，CCA），颈内动脉（inter—nal
carotid artery，ICA），颈外动脉（external carot—id artery，ECA），椎动脉（vertebral artery，VA），
锁骨下动脉（subclavian artery，SubA），无名动脉（in—nominate artery，INA）。
 4．常规检测内容 管径、血流速度和频谱形态、内中膜厚度、斑块（位置、大小、形态、内部回声特
征）、狭窄（位置、狭窄程度、长度）或闭塞。
 5．颈内动脉和颈外动脉的鉴别 如表1—1所示。
 （二）颈部动脉超声的临床应用 1．颈部动脉粥样硬化 （1）内中膜厚度（IMT）：IMT是评价动脉粥
样硬化内中膜损害的重要标志，通常IMT﹤1．0mm。
1．0mm≤IMT﹤1．5mm称为内中膜增厚，IMT≥1．5mm则称为斑块形成。
 （2）斑块形态学和声学特征的评价：颈动脉内膜面粗糙，管壁增厚，斑块形成。
斑块多发生在颈动脉分叉部，其次为颈内动脉起始段及颈总动脉，分为以下类型。
 根据斑块声学评价（图1—1） ①均质回声斑块：分低回声、等回声及强回声斑块。
 ②不均质斑块：斑块内部包含强、中、低回声。
根据斑块形态学特征评价（图1—2） ①规则型：如扁平斑，基底较宽，表面纤维帽光滑，回声均匀，
形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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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拥军编著的《神经内科学高级教程》不仅是拟晋升高级职称的应试者考前复习指导用书，还是中级
以上职称医务人员提高理论水平和临床实际工作能力的重要参考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神经内科学高级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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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