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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心脏病学实践》系列学术专著出版的第11个年头，经过广大专家同道，尤其是中西医结合专业同
道的共同努力，《心脏病学实践2010》的姊妹篇《心脏病学实践2010——中西医结合卷》与广大读者
见面了。
中医药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中华文明的结晶，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时至今日，中医药在中国特色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深
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信赖。
中西医结合到今天已经走过了52年的历程。
经过广大中西医结合同道的艰辛探索和开拓进取，汲取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的各自优势，相互取长补
短和相辅相成，中西医结合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优势与
特色。
经过大量的探索和实践，中西医结合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已经取得了一些在国
内外有着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
如“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疾病谱的变化，人们健康观念的改变，医学模式由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
社会和环境相结合模式的转变，医学理念由治愈疾病向预防疾病和提高健康水平方向做出调整，“治
未病”理念的不断深入，以中医、中西医结合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药的理论思维和辨证论治方法的特
色优势将进一步凸显出来。
《心脏病学实践2010——中西医结合卷》愿与大家共同努力，为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心血管疾病的
发生发展，尽绵薄之力。
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是构筑一个团结老中青学者，发展我国中医／中西医结合心脏病学的“平台”。
从今年开始，我们有意将中西医结合卷与《心脏病学实践》同时在每年召开的长城国际心脏病学会议
上与读者见面。
在饱览《心脏病学实践》带来的心脏病学科发展动态的同时，逐年展示在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背景下
产生的科技成果以及中医／中西医结合心脏病学科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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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心脏病学实践》系列学术专著出版的第11个年头，经过广大专家同道，尤其是中西医结合专业同
道的共同努力，《心脏病学实践2010》的姊妹篇《心脏病学实践2010——中西医结合卷》与广大读者
见面了。

本书包括了：高脂血症、高血压、心肌炎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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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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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西医结合急救医学研究的思考
  络病是区别于血瘀证的新研究领域
  循证医学是中西医结合的桥梁
  中医药现代化与循证医学
  从中医视角看心血管病防治理念更新与策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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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使用中药注射剂
  活血化瘀治疗心血管病再思考——以平为期，以调为法
第二篇  高脂血症
  中医药调脂治疗有效吗——中国冠心病二级预防研究的启示
  中西医结合诊治高脂血症之我见
第三篇  高血压
  我国高血压临床诊治现状及中西医结合在高血压防治中的意义
  中医药治疗高血压的策略和应用
  中西医结合治疗高血压的几点思考
  高血压，中医中药治疗的困惑
  高血压病的中医病名与病机初探
  高血压临床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高血压从心论治——降压通脉方对高血压及左心室肥厚的影响
  高血压病中医证候的蛋白质组学研究评述
  高血压病治在五脏
  高血压病中医辨证分型的现代研究进展
  “胆腑”与“高血压”发病关系浅析
  活血祛痰法防治高血压病心室重构的探讨
  探讨高血压病血管重构的辨证论治
  高血压病“痰、瘀、虚”之我见
  浅谈中医辨证治疗女性更年期高血压的困惑与对策
第四篇  冠心病
  后再灌注时代难题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思考
  不稳定型心绞痛介入治疗前后中医证候动态演变及中医药治疗策略
  冠心病中西医结合诊治进展
  动脉粥样硬化“络风内动”假说与实践
  急性心肌梗死住院患者中医药治疗状况研究进展
  冠心病热毒病机的初探
  痰瘀伏络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之我见
  中西医结合应用于冠脉搭桥术后患者的思考
  中医药与冠状动脉支架内再狭窄
  冠脉介入术后再狭窄与炎症反应及中西医结合防治思考
第五篇  心肌炎
  病毒性心肌炎的发病特征及中西医结合治疗优势
  病毒性心肌炎的中医治疗优势、策略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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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心力衰竭
  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主战场?——中西医结合治疗心力衰竭的现状及思考
  从“因虚致瘀”探析心水之病机
  中西医结合防治心力衰竭之我见——谈谈中医药加载治疗
  心力衰竭真正意义的中西医结合究竟还有多长的路要走?——中西医的困惑与思考
  中医药治疗心力衰竭的历史回顾与现状
  中医治疗慢性心力衰竭的思路
  中医药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有效吗
  中西医结合治疗心力衰竭之我见
  现代中医对心力衰竭的认识
  中医辨治心力衰竭的思路与方法
第七篇  心律失常
  结构与功能、离子通道与心肌病理结合的心律失常研究
  中西医结合治疗心律失常研究述评
  中医药治疗心房颤动临床研究述评
  中西医结合治疗心律失常的探讨
  和法及和解定悸在心律失常中的运用探讨
  补气法在心律失常治疗中的应用
  中医药能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吗
第八篇  其他
  大剂量中药治疗糖尿病疑难重症的思路
  当代医家论治糖尿病性心脏病经得起临床检验吗
  中医药用于戒烟有效吗
  中医药与心脏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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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中医药证的研究方面，对中医证候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和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脾
虚证、肾虚证、血瘀证等方面有深入进展，为揭示中医脏象气血学说的现代内涵积累了大量科学数据
和经验，并与基因组学、蛋白组学等结合进行了探索研究，为生命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在经络研究方面，提出了循经感传和经络实质的神经生物学假说；在经脉一脏腑相关联系途径的研究
方面，获得了比目前国外关于体壁与内脏关系研究更新颖、更有意义的发现。
在中药基础研究方面，常用中药（单味药）物质基础进一步得到阐明，基本搞清了120种中药材的化学
成分和有效成分，青蒿素、灯盏花素以及抗肿瘤的人参皂苷Rgl等一些活性成分被开发成了新药。
中药复方理论研究亦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开展了对生脉散、当归补血汤、桂枝汤、血府逐瘀汤、六味
地黄汤等代表性经典方剂的现代系统研究，揭示了其配伍原理，证明中药复方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人
体多个靶点而发挥综合调节的优越性，中医变饮片配伍为有效组分配伍的研究正在得到突破。
在信息文献研究方面，集本草大成的巨著《中华本草》于1999年出版发行，《内经》、《难经》等11
部重点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全部完成，《素问》的研究、《神农本草经》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中医古籍孤本大全》等一大批优秀著作也相继编撰出版，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理论体系，国家重
点投资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献检索中心在基础设施和数据库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
服务功能亦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2.中医药临床研究活血化瘀、扶正祛邪等中医治则治法的研究应用以及临床综合治疗手段的研究应用
，使中医药对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病毒性肝炎、老年病、戒毒等重大疾病的治疗效果得到了
显著提高；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和骨伤科疾病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疗效；清开灵、双黄连粉针等一批
用于危急重症的中药新制剂的研制成功，提高了中医药急症治疗水平。
针刺镇痛和针麻研究始终保持世界领先水平，得到了世界医学界的公认。
针药复合麻醉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效果不断提高；针刺镇痛的深入研究不仅促进了疼痛生理学的发展
，而且有力地促进了针刺疗法在世界各国的传播。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脏病学实践2010>>

编辑推荐

《心脏病学实践2010:中西医结合卷》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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