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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九章，主要介绍与临床心电图学有关的基础知识、心电形成的基本概念、导联系统及其比较，着
重介绍传统理论与实践中的困惑、头胸导联的设计及其优势、拟球状面心电位场学说及其对心电图形
成的解释。
下篇为临床实践，共十二章，结合大规模多中心临床验证的资料，与2×12通道全同步心电图在临床应
用中的主要方面的典型图例进行比较，突出表现我国倡导的头胸导联临床心电图学在常规心电图学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优势。
头胸导联系统表达能力优于常规导联系统，克服了以往的难题（右室盲区、假性变化、难辨P波、定
位不准、标准浮动）以及理论解释的随意性，拟球状面心电位场学说对已有的心电现象有较合理的统
一解释。
    本书可供心内科医师、心电图医技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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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炳生：男，1938年1月生于广东省中山市。
1961年毕业于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1966年在该校病理生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
2003年被授予解放军技术二级（专业技术中将军衔）职称。
曾任南方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病理生理学军级教授、专家组成员、博士生导师、心电研究所所长。
担任中国医药信息学会理事、心电学信息处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军心电学组组长、国际心脏研
究协会会员、中华心电学组专业委员、广东省病理生理学分会常务理事、《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编
委等。
 
    尹炳生教授于1973年首次提出头胸导联系统，这是心电学领域一种新的导联设计，被业内誉为尹氏
导联。
他倡导“Durrer心脏除极等时图-头胸导联系统-拟球状面心电位场学说”这一全新的学术路线，经过30
余年的实验和应用研究，为“头胸导联临床心电图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尹教授先后4度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军队、省部级等课题15项；获得国家专利6项（发明2项）；曾获
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八五”全军后勤重大科研成果奖；荣获中国心电学会纪念心电图应用100年“
心电特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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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心电产生的基础和传统概念心脏有规律地收缩和舒张，维持着生命的活动。
心房和心室舒缩的协调赖于心脏的电激动系统（又称兴奋传导系统）。
在该系统中兴奋正常起源于窦房结，沿兴奋传导系统下传，引起心房和心室兴奋，并产生协调的机械
性收缩。
习惯认为，体液中充满电解质，具有导电性能，心脏电激动过程产生的微弱电流可通过体液传至身体
表面。
将电极置于体表任何两点，再用导线与心电图机的正负两极相连，就可构成电路，此种连接方式和装
置称为导联。
应用电极和心电图机，在体表加以记录即为体表心电图。
第一节 心脏的解剖特点心脏位于胸腔的前下部和中纵隔内，外面裹以心包。
心脏的位置偏左，约2/3位于中线的左侧，1/3位于中线的右侧。
心脏长轴自右后上方向左前下方倾斜，与正中矢状面约成45°角。
心脏长轴的方向大致沿右肩到左髋的方向。
心脏在发育过程中沿纵轴自右向左轻度旋转，因而左右心脏的结构并非对称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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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头胸导联临床比较心电图学》为尹炳生教授毕生从事心电研究的总结。
书中重点阐述了临床心电图学中颇有争议的问题和解释，以及头胸导联系统的设计和优势。
全书内容上理论联系实践，形式上不拘一格，可谓独树一帜，尤其是下篇分别列出了参与“大规模多
中心临床验证”的全国十二家大型医院的心电图资料。
全同步比较心电图例汇集的是宝贵的第一手临床资料，为验证头胸导联的科学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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