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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基础和临床心脏电生理学家以及心内科医生来说，全新改版的《心脏电
生理学：从细胞到临床》第四版仍是学习和洞悉心脏电生理学及最新进展的可靠宝库。
来自不同专业领域的精英撰写了本书各章精湛丰富的内容。
本书就像副标题“从细胞到临床”暗示的两方面内容。
本版坚守往版确定的作为本领域完备参考书的传统。
前51章为心脏电生理学基础研究的内容，后69章是心律失常临床方面的内容。
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世界顶尖专家的最新研究进展。

　　基础研究新的章包括：如HCN的分子和结构基础，张力激活和内流放大通道。
收缩一兴奋反馈新章介绍了心脏机械活动调节电学功能的方式。
神经再生和心律失常章介绍了心肌梗死后交感神经再生所导致的神经重构进而引起心肌组织的电重构
，并形成室速或室颤的触发因子。
关于心房颤动的两章介绍了肺静脉中局灶电活动引发的房颤发作，以及左房后部及肺静脉区域的局灶
折返引起的急性房颤的持续和向右房的扩布。
有关室颤一章讨论了强的内流放大钾通道与室颤可能有关的转子稳定中的作用。
有关心律失常的基因敲除和转基因动物模型的新章，回顾了建立鼠模型和研究电学功能的方法并分析
了目前与心脏电生理学有关的遗传模型。
另一方面，在药物遗传学与心律失常的章中讨论了基因组中多个DNA变异对药物反应的调节模式。
临床相关新章包括Brugada综合征、儿茶酚胺和短联律间期室速以及植人式Holter的临床应用等。
此外，介绍了新的标测技术并详细介绍了最新非传统的抗心律失常药物，以及房颤导管消融的最新研
究成果和房颤发生中肺静脉的作用。

　　总之，读者将了解心脏电活动的分子和细胞基础，心律失常的机制，如何检测猝死的高危患者，
如何评价患者病情，如何使用电学、手术或药物治疗。
显然，本书的独特性在书的副标题中已经得到体现，读者在本书可获得心脏电生理学基础和临床方面
的各种知识。
这是《心脏电生理学：从细胞到临床》一书
　　最重要的特点。

　　临床心脏电生理学仍在持续不断地快速发展，因此，不久的将来，读者将会发现本版书中许多概
念是错误的。
但我们相信本书对心脏电生理学感兴趣的人来说未来数年间仍是有用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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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继鸿，男，1949年生，现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心内科副主任、
心脏电生理室主任，中国心电学会主任委员、中国心律学会主任委员、中国心电学网首席顾问、中华
医学会心电生理和起搏学分会常委、秘书长，中国心功能学会常委，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副主编，中
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国实用内科杂志常委，《临床心电学杂志》主编，心血管诊疗技术杂志主编等职
务。

　　李学斌，男，1964年9月生，1988年承德医学院获学士学位，1997年获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学位
。
自1994年至今一直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要从事心律失常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尤其在射频消融和心脏
起搏方面作了大量的临床工作，截止目前共完成各种类型室上性心动过速、不良性窦速、心房扑动、
房性心动过速、室性心动过速、阵发性心房颤动等射频消融根治术数千例，其中仅儿童病例多达数百
例，植入永久心脏起搏器及ICD达上千例，并指导全国上百家医院开展了心脏病介入治疗，完成了许
多疑难病例的射频消融和起搏器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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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临床心律失常：机制、表现和处理
第十二部分　诊断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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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部分　临床综合征：认识、临床过程和处理
第十四部分　心律失常的药物和非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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