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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已有不少口腔颌面外科学的专著出版，但迄今尚无专门论述拔牙理论基础和操
作技能的专著问世。
有鉴于此，本书总结了编者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与由此形成的新观念，包括编者部分科研成果；并综
述了近年来拔牙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临床进展，力图对广大从事本专业的口腔科医师提供一定帮
助。
    本书由12章组成，立足于临床实用，对拔牙学的解剖学基础、麻醉、器械设备、适应证和禁忌证、
手术原则及其步骤、术后并发症等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介绍。
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为口腔颌面外科和口腔科医师，也可作为医学院校口腔专业教师、研究生和学生
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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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　拔牙诊室的环境　第一节　建立标准化的工作环境　第二节　拔牙诊室设计中
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　拔牙诊室设计前应考虑的问题　　二　拔牙诊室内的“交通阻塞”问题
　　三　照明和色彩的问题　　四　消毒和无菌的问题　　五　尊重患者隐私权的问题　第三节　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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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拔牙诊室的建立　　一　建立数字化拔牙诊室的必要性　　二　数字化拔牙诊室的设备配置第三章
　拔牙术中的麻醉　第一节　麻醉的药理学　　一　吸收　　二　分布　　三　代谢　　四　排队　
第二节　局部麻醉　　一　局麻的特点　　二　局麻药　　三　局麻方法　　四　局部麻醉的新进展
、新方法　　五　局部麻醉失败的原因及处理　　六　局部麻醉的并发症及其防治　第三节　全身麻
醉　　一　全身麻醉原理　　二　常且全身麻醉药物　⋯⋯第四章　拔牙术的应用解剖第五章　拔牙
术的适应证与禁忌证第六章　拔牙术的禁忌证及其处理第七章　拔牙器械与设备第八章　拔牙术的术
前检查和准备第九章　阻生牙第十章　拔牙的术后处理第十一章　拔牙后牙槽嵴的保持第十二章　拔
牙术的并发症及其防治附录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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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4)对肝脏的作用：通过对麻醉后血清酶的检查证实安氟醚对肝功能的影响很轻。
有些文献还报道了重复使用安氟醚不产生明显的肝损害，多次吸人氟烷后37%的患者肝功异常，而多
次吸人安氟醚的患者只有14%肝功异常。
因此短期内需反复麻醉的患者，用安氟醚较氟烷安全。
    (5)对肾脏的作用：安氟醚能产生轻度的肾功能抑制作用，尿量可能无变化但也有报道可降低33%，
可使肾小球滤过率减少20%一25%，肾血流量减少23%，麻醉停止后2 h内上述变化均可恢复正常。
但对术前已有肾脏疾病者，使用安氟醚仍应慎重。
    (6)对神经肌肉的作用：安氟醚单独使用或与肌松药合用所产生的肌肉松弛作用可满足任何手术的需
要。
安氟醚的神经肌肉阻滞作用与剂量有关，工。
25 MAC时对肌肉刺激表现为收缩无力，进而抑制强直反映，强直后易化作用消失。
因新斯的明不能完全逆转其阻滞作用，故推测安氟醚对神经肌肉的作用方式有别于非去极化肌松药。
安氟醚抑制乙酰胆碱引起的运动终板去极化，可能与其干扰离子通过膜通道有关。
同时，安氟醚对氯筒箭毒碱、潘库溴铵等非去极化肌松药有强化作用  其作用强随安氟醚肺泡气浓度
增加而增强，作用时间也随之延长。
    【 临床应用】    (1)氨氟醚的优点：氨氟醚的化学性质稳定，无燃烧爆炸性；诱导及苏醒快，恶心、
呕吐症状少；不刺激气道，不增加其分泌物；肌松作用好；可与肾上腺素合用。
    (2)氨氟醚的缺点：氨氟醚对心肌有抑制作用。
在高浓度、低动脉二氧化碳分压时可产生惊厥，深麻醉时可抑制呼吸系统。
    3．异氟醚  异氟醚是安氟醚的异构体，两者有许多相似的物理性质。
在任何气温下，异氟醚的蒸气压比安氟醚大1/3，化学性质稳定，贮存时不需加稳定剂，遇紫外线、碱
石灰不被破坏。
    【 药理作用】    (1)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异氟醚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作用与用量有关。
人体吸人异氟醚在1 MAC以内，脑电波频率及波幅均增高；超过重MAC时，波幅增加，但频率减少；
深麻醉时两者皆减少。
深麻醉或动脉二氧化碳分压低或施加听神经刺激时，异氟醚均不产生似安氟醚那样的抽搐症状。
吸人异氟醚在O．6 MAC—1 MAC时，不致脑血流量增加；1．6 MAC时，脑血量倍增，但增加幅度仍
比不上氟烷的作用，故致颅内压增高也少。
对开颅的患者，异氟醚在低动脉二氧化碳分压条件下可防止颅内压增高，而氟烷及安氟醚则不易达到
此目的。
     (2)对循环系统的作用：异氟醚对心功能的抑制小于安氟醚及氟烷。
心脏麻醉指数为5 7，大于安氟醚(3 3)和氟烷(3．0)。
异氟醚与MAc相同的氟烷相比．异氟醚使动脉压下降的幅度与之相似，而心排血量几乎不减。
这说明异氟醚降低血压主要是由于其降低周围血管阻力所致。
异氟醚能减低心肌耗氧量及冠状动脉阻力，但并不改变冠状动脉血流量。
异氟醚使心律稍增快，但脉率齐，不易发生心律失常。
    (3)对呼吸系统的作用：异氟醚抑制呼吸与剂量有关，能严重地抑制通气量．使动脉二氧化碳分压增
高．且能抑制对动脉二氧化碳分压升高的通气反应。
异氟醚麻醉能增加肺阻力，并使顺应性和功能残气量削减。
    (4)对肝脏的作用：由于异氟醚的物理稳定性可对抗生物降解．这就提示可能其无肝毒性或毒性甚小
。
临床实践证明异氟醚对肝脏无损害，肝血清酶水平在异氟醚麻醉后加上手术创伤．仅有轻度增加。
    (5)对肾脏的作用：异氟醚降低肾血流量、肾小球滤过率和尿量．其作用与安氟醚、氟烷和氧化亚氮
差别很小。
异氟醚麻醉后不导致肾抑制或肾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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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对神经肌肉的作用：异氟醚能产生足够的肌肉松弛作用，其肌松作用大干氟烷；可增强非去极化
肌松药的作用．可随麻醉加深，使肌松药用量减少；还能增强琥珀胆碱的作用．而安氟醚及氟烷则无
此作用。
    【临床应用】    (1)异氟醚的优点：异氟醚的诱导及苏醒快．无致吐作用；无燃烧爆炸等危险性；循
环稳定；肌松效果良好。
    (2)异氟醚的缺点：价格贯；有刺激性气味．影响儿童的诱导；高浓度吸人时，冠状血管扩张可能发
生窃血综合征。
    4七氟醚七氟醚为无色透明、带香味、无刺激性液体．对医用高分子材料如传导性硅胶、聚乙烯等的
吸附性低于氟烷及安氟醚；对铜、铝、铁及不锈钢无腐蚀性。
七氟醚在临床使用浓度条件下，不燃不爆，但在氧中体积百分比浓度达到11％。
在N20中达到10％8时可燃烧。
七氟醚的化学性质不够稳定，与碱石灰接触可分解为5种产物。
    【药理作用】    (I)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用4％的七氟醚氧气面罩吸人诱导2 min．患者意识消失
．脑电出现有节律的慢波，该现象随麻醉加深．慢波逐渐减少，可出现类似巴比妥盐出现的棘状波群
。
研究结果证明，七氟醚可抑制中脑网状结构的多种神经元的活动，且与荆量有关。
七氟醚过深麻醉可引起全身痉挛，但作用较安氟醚弱，临床可忽略。
七氟醚也可增加颅内压，降低脑灌注量，但此种作用较氟烷弱。
    (2)对循环系统的作用：人吸人2％一3％七氟醚(自主呼吸下、动脉二氧化碳分压约6 7kh)可致收缩压
下降约11％；吸人2％一4％七氟醚(机械辅助呼吸下、动脉二氧化碳分压保持正常)可致平均动脉压下
降约15％。
七氟醚导致动脉压的下降与其对心功的能抑制、心排血量的减少及阻力血管的扩张有关。
吸人麻醉药与肾上腺素引起的室性期前收缩、心室纤颤的心肌敏感评分，七氟醚为9 7分．氟烷为34分 
  (3)对呼吸系统的作用：由面罩诱导得知七氟醚对气道刺激性低于安氟醚，与氟烷相似。
七氟醚随麻醉加深而使呼吸抑制加重。
    (4)对肝脏的作用：七氟醚麻醉后肝血流量有所下降．但能迅速恢复正常。
七氟醚对肝脏损害极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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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华西口腔医学丛书》序华西口腔医学在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历史中为中国口腔医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
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现代口腔医学的发源地、口腔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摇篮，享誉国内外。
上世纪末，华西口腔领衔主编了《中华口腔医学》巨著。
 2000年1O月，值华西建校90周年庆典，有关专家学者认为口腔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华西口
腔医学不仅在理论方面富有建树，在实践方面也颇有盛誉，呼吁编撰一套华西口腔医学系列专著，着
重介绍口腔医学领域各专业的实用技术，为发展21世纪中国的口腔医学事业再作贡献。
经与本校出版社共同策划，决定推出一套由系列专著组成的口腔医学专业参考书《华西口腔医学丛书
》，包括《口腔基础医学》、《口腔颌面部手术应用解剖学》、《口腔病理诊断图谱》、《口腔颌面
肿瘤影像诊断学》、《牙体牙髓病治疗学》、《牙周病治疗学》、《实用口腔黏膜病学》、《老年口
腔医学》、《现代口腔修复前外科学》、《实用拔牙学》、《实用正颌外科学》、《现代唇腭裂修复
外科学》、《牙验重建修复设计》、《冠桥修复学》、《实用口腔种植修复技术》、《当代口腔种植
学》、《口腔正畸治疗方案设计》、《口腔修复技术与工艺学》、《口腔设备学》、《口腔经营管理
学》、《口腔医学信息学》、《精密附着体》、《口腔生物化学》、《口腔微生物学》等，共计24卷
。
其他据情增选。
  近50年，中国口腔医学得到高速发展，医学科学、生物学研究的成果，促进了口腔医学的进步。
在21世纪，医学将作为生命科学这一大科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口腔医学则是医学科学的一部分。
未来口腔医学研究的方法与技术越来越接近于医学科学的范畴。
现代口腔医学理论与临床技术是与人类工业文明并驾齐驱的，它充分体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生物科学
、医学科学、材料科学、工程技术、电子科学、社会科学、信息科学，以及科学技术方法等领域的光
辉成就，也同样面临信息时代必须经历的质的飞跃与发展。
  《华西口腔医学丛书》旨在各卷中系统地阐述基础与专业的理论和各种医疗技术、临床经验和国内
外近期研究成果与进展，为从事口腔医学专业的人员提供理论与实践兼备，并以实践技术为主的系列
专著。
丛书中的内容以华西口腔医学及国内资料为主，辅以国外先进资料，力求既符合中国国情，具中国特
色，又能与该专业的国际发展同步。
书中名词术语主要采用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有关口腔医学名词。
在内容编排上，力求使读者易于循序渐进、全面掌握内容的现状，便于各层次口腔医学专业人员知识
的更新和补充。
因此，这是一套集权威性、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读性为一体的系列专著。
    中国口腔医学经过几代人漫长而艰辛的努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学科，有的研究项目已跻
身于国际先进水平的行列。
现在已步人21世纪，在向最为深奧的生命科学进军中，中国口腔医学工作者将一如既往地争取更大的
成就。
                                                   《华西口腔医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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