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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大一编著的《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与共识》由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和《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编委会组织相关专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编写。
《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与共识》分7部分介绍了冠心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心力衰竭、心肌疾病、
肺动脉高压及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指南与共识；内容新颖、权威、实用，临床指导
性强，可供广大心血管病医师及相关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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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心肌梗死最初是一个病理学名词。
20世纪起，冠心病在西方国家流行，心肌梗死患者增多，因此在流行病学和临床上都需要对其建立定
义。
最初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在1959年提出心肌梗死的定义。
1979年，WHO与国际心脏病学会联合会（ISFC）又加以修订，基本上是从临床症状、心电图、血生物
标志物的测定3个方面进行评定。
随着对心肌坏死更敏感的生物标志物的发现和影像显示技术的发展，心肌梗死的定义也逐步修订，更
趋完善。
2000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和美国心脏病学会（ACC）发布了联合共识。
之后，心肌梗死的治疗也有了很多进展，带来了更丰富的内容。
美国心脏协会（AHA）、ACC、ESC、世界心脏联盟（WHF）和WHO一起组成了心肌梗死再定义工
作小组修订定义。
由于WHF和WHO代表世界各国，新的定义被冠以“全球统一”。
虽然WHO最后因故未署名，但并不影响其权威性。
 本次修订是在2000年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脱离原来的框架，但纳入了新的思路。
从现代的临床实践出发，将心肌梗死细分为5型6类。
心电图着重规定急性心肌缺血和陈旧性心肌梗死标准。
生物标志物明显强调首推肌钙蛋白，其次是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CK总值不被推荐。
影像技术的发展使其在心肌梗死的诊断和分型中占有一席之地。
工作小组由来自20个国家的44位专家组成，分为执行、生物标志物、心电图、影像、介入、研究、全
球前景、实施8个组。
我国也有专家应邀参加。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文稿于2007年10月分别在Circulation，JACC（Journal of the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和European Heart Journal上发表。
当前许多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都趋向于国际合作，采用统一定义有利于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近年来，中国的心血管病学界愈来愈走向世界，融人世界，今后有必要采用心肌梗死全球统一定义，
与世界各国的研究接轨。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和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召开专家研讨会，大家一致同意我国采用
该统一定义。
 一、心肌梗死的定义 （一）急性心肌梗死诊断标准 心肌梗死一词应该用手临床上有心肌缺血并有心
肌坏死的证据者。
下列任一项存在可以符合心肌梗死的诊断。
 1.心脏生物标志物（最好是肌钙蛋白）增高或增高后降低，至少有一次数值超过参考值上限的99百分
位值，并有以下至少一项心肌缺血的证据：①缺血症状。
②指示新的心肌缺血的心电图变化，即新的ST段改变或左束支传导阻滞。
③心电图出现病理性Q波。
④影像学证据示新的活力心肌丧失或新的区域性心壁运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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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血管疾病防治指南与共识》内容新颖、权威、实用，临床指导性强，可供广大心血管病医师及相
关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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