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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与体外循环灌注有关的基础理论和管理技术。
共分7篇56章，包括基础知
识、体外循环对重要脏器的影响、设备与装置、灌注管理、灌注技术、心肌保护、新技术及展望。

该书由中外作者共同编写，使该书既有较新的和系统的科研基础理论知识，又有浅而易懂的实
际操作管理经验。
不仅适用于体外循环灌注工作人员，对心脏外科医师、麻醉和监护人员也不失为
一部良好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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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尿量
第七节 血气及电解质
第八节 激活全血凝固时间（ACT）
第八章 其它附加装置
第四篇 灌注管理
第一章 灌注前准备及灌注后处理
第一节 体外循环术前准备工作
第二节 灌注前准备工作
第三节 术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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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抗凝与凝血
第一节 体外循环对正常凝血系统的影响
第二节 体外循环前对患者凝血系统的评价
第三节 体外循环中抗凝和凝血药物的应用
第四节 体外循环中抗凝及凝血的监测
第五节 体外循环后出血问题的处理
第六节 抗凝与凝血治疗中的特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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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体外循环中常见故障、意外的预防及处理
第五篇 灌注技术
第一章 体外循环的一般灌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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