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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周动脉疾病介入治疗》为《心血管介入治疗实用技术系列丛书》之一，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
书，由王深明、常光其主编。
《外周动脉疾病介入治疗》主要内容包括外周动脉疾病总论、主动脉扩张性疾病的介入治疗、动脉硬
化闭塞性疾病的介入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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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外科技术在动脉损伤中的应用史 动脉损伤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都较为常
见。
其治疗原则是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重建血液循环，避免缺血性致残。
不过在早期缺乏血管吻合和移植技术和条件的时代，动脉损伤最早的治疗方式只有动脉结扎术，在缺
乏侧支循环的区域，由此造成的致残率高达50％。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血管外科技术以及血管代用品的不断丰富，血管重建成为治疗动脉损伤的主要
方法。
动脉端端吻合、端侧吻合以及自体或人工血管移植术逐渐成为挽救肢体功能的重要术式。
术中术后抗凝药物、Fogarty球囊导管以及手术显微镜和血管显微器械的发明和应用使以上术式的成功
率和术后血管通畅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使肢体保存率达到90％以上。
这些技术的发展不仅在防止致残方面具有重大贡献，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器官移植，断肢（指）再植
等领域的发展。
 6.我国血管外科的发展 我国的血管外科是从1949年之后陆续发展起来的，当时与世界血管外科总体差
距不大。
20世纪50年代武汉以及上海多家医院即开展了动脉瘤切除、同种异体动脉移植术以及下肢动脉闭塞和
血栓形成的血管重建术。
20世纪60年代开展动脉内膜切除术，并开展颈动脉、内脏动脉的血管重建手术等。
 我国血管外科对世界血管外科领域也作出了很大贡献。
1959年我国首创真丝人造血管并成功用于动脉瘤、动脉硬化闭塞症以及血管损伤的血管移植术，获得
良好疗效。
在显微血管外科领域，我国在1963年成功完成了世界首例断臂再植，断肢（指）再植的成功率在世界
上一直保持领先水平。
近二十余年来我国的血管外科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在主动脉夹层动脉瘤、布加综合征等疾病的外科
治疗方面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开展的中医结合治疗也成为我国血管外科的一大特色。
 二、外科手术在外周动脉疾病治疗中的地位 1.血管外科的基本操作技能是血管外科医师的工作基础 虽
然在近十几年内血管腔内技术治疗血管疾病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治疗动脉疾病方面医生应用腔内治疗技术已经超过了开放手术，但这并不意味着开放手术已经过时
。
血管外科技术包括血管的显露、修补、吻合等技巧，这永远是血管外科医师的临床工作基础和基本功
。
血管外科的手术技巧和血管腔内介入治疗技巧是血管外科医师必须掌握的两大本领，两者缺一不可。
而前者更是基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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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周动脉疾病介入治疗》突出实用、贴近临床、深入浅出、系统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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