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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科技与当代医学相结合，外科领域开创了新的局面，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
外科医师的素质要求更高。
然而外科学经验性科学的格局仍未改变，长期积累的经验是宝贵的，由经验总结出来的基本原则亦是
循证医学的重要内容，并且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这些已确立的基本原则亦将达到一个更为重要的位
置。
有感于此，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外科系统老中青医师历时两年多，总结“南湘雅”逾百年临床实践中
积累的宝贵经验，同时借鉴《克氏外科学》（第18版）中的经典内容，编写了《外科学基本原则》。
《外科学基本原则》沿承国际教材的风格，本着严谨的治学精神，全面涵盖了外科学简史、伦理学、
创伤、移植和肿瘤等方面内容，图文并茂、深入地阐述了围术期处理的基本原则，同时结合国际新技
术、新形势，系统地讲述了微创外科、机器人外科、灾难事故中的外科决策、肥胖症外科干预、老年
外科等内容。
全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思路清晰，内容全面、系统。
文字简练准确，深入浅出。
对广大I临床外科医师而言，无疑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参考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科学基本原则>>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外科学简史  第一节  外科学简史  第二节  外科学与内科学的联系  第三节  人体解剖与外科学  第
四节  外科疾病的病理生理学基础  第五节  消毒和无菌术  第六节  外科全球化  第七节  当代中国外科学
的发展  第八节  20世纪外科学的成就  第九节  外科学展望第二章  外科伦理学  第一节  外科伦理学概念  
第二节  外科伦理学要求  第三节  外科伦理与法规第三章  分子与细胞生物学  第一节  人类基因组  第二
节  重组DNA技术  第三节  细胞信号传导  第四节  外科细胞分子生物学第四章  炎症反应介质  第一节  
细胞因子概述  第二节  白细胞介素  第三节  干扰素  第四节  肿瘤坏死因子  第五节  趋化因子  第六节  其
他细胞因子  第七节  补体系统  第八节  其他介质  第九节  药物治疗第五章  再生医学  第一节  干细胞来
源  第二节  干细胞在再生医学中的应用  第三节  结论和展望第六章  外科医疗中患者的安全  第一节  手
术医疗安全的意义  第二节  医疗事故的发生原因及好发场所  第三节  外科医疗安全系统  第四节  外科
安全的要素及其管理  第五节  外科手术操作流程中的管理第七章  对外科手术效果的评估  第一节  手术
效果评估的意义  第二节  手术效果评估的内容  第三节  手术效果评估的方法第八章  休克  第一节  灌注
压的生理调控  第二节  休克的药物治疗  第三节  休克的外科处理  第四节  低血容量性休克  第五节  感染
性休克  第六节  心源性休克  第七节  休克与肾上腺皮质功能不全第九章  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  第一
节  体液及其溶质成分  第二节  细胞外液和细胞内液的溶质及电解质的组成  第三节  酸碱平衡第十章  
术前和术中原则  第一节  患者的术前准备  第二节  术前评估的系统方法  第三节  术前注意事项  第四节  
手术前准备  第五节  术中意外的潜在原因  第六节  手术室  第七节  门诊手术第十一章  麻醉原则和清醒
镇静  第一节  全身麻醉药理学原则  第二节  麻醉设备与围术期监测  第三节  术前评估与麻醉技术的选
择  第四节  呼吸道管理  第五节  局部麻醉  第六节  监测下的麻醉管理  第七节  麻醉后监护第十二章  外
科超声  第一节  物理学与探测学  第二节  超声的临床运用  第三节  外科医师对超声的认识第十三章  外
科感染防治与抗生素的选择  第一节  手术部位感染及其防治  第二节  社区获得性外科感染及其防治  第
三节  术后院内获得性非手术感染及其防治  第四节  外科感染的致病菌  第五节  抗生素的选择  第六节  
展望第十四章  外科输血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止血与凝血  第三节  止血与凝血功能障碍  第四节  先天
性出血性疾病  第五节  获得性出血性疾病  第六节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第七节  血栓性疾病  第八节  血液
成分的制备  第九节  输血的临床指征和成分输血  第十节  输血相关风险  第十一节  大量输血  第十二节  
血液代用品和其他输血法第十五章  外科患者的营养代谢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营养支持的基本原理  
第三节  营养支持的临床应用  第四节  外科营养的争议第十六章  外科并发症  第一节  伤口并发症  第二
节  温度调节  并发症  第三节  肺部并发症  第四节  心血管系统并发症  第五节  泌尿系统并发症  第六节  
内分泌系统并发症  第七节  胃肠道并发症  第八节  肝胆并发症  第九节  神经系统并发症  第十节  耳鼻喉
科并发症第十七章  创伤与修复  第一节  概念和分类  第二节  病理生理  第三节  组织修复和创伤愈合  第
四节  伤口愈合类型  第五节  创伤愈合影响因素与异常愈合  第六节  胎儿的伤口愈合  第七节  创伤愈合
与生长因子的调节    第八节  创伤的诊断  第九节  创伤的处理第十八章  老年外科  第一节  衰老和外科手
术  第二节  生理性衰退  第三节  手术前评估第十九章  肥胖外科  第一节  肥胖问题的严重性  第二节  病
理生理学和伴随的医学问题  第三节  药物疗法与外科疗法的比较  第四节  患者选择和术前评估  第五节 
专用设备  第六节  手术操作  第七节  术后治疗和随访  第八节  手术疗效  第九节  并发症  第十节  减肥手
术的争论、阻力、发展与未来第二十章  内镜外科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微创外科  第三节  上消化道内
镜第二十一章  机器人技术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外科手术机器人的概念和功能作用  第三节  外科手术
机器人的分类第二十二章  急性创伤患者的处理  第一节  创伤的危害  第二节  创伤的治疗进展  第三节  
创伤的急诊救治  第四节  创伤患者的分类  第五节  院前急救  第六节  患者的转运  第七节  住院治疗措施
 第八节  康复  第九节  预防及损伤的控制  第十节  创伤救治中的外科治疗  第十一节  创伤的基本治疗规
范  第十二节  特殊类型创伤的救治第二十三章  对骨骼肌肉损伤的急诊处理  第一节  流行病学  第二节  
术语  第三节  骨折的固定  第四节  患者的评估  第五节  早期处理  第六节  骨科常见急诊  第七节  常见骨
折及处理第二十四章  烧伤  第一节  烧伤病理生理  第二节  烧伤严重程度评估  第三节  烧伤早期治疗  第
四节  吸人性损伤  第五节  烧伤感染  第六节  创面处理  第七节  营养支持  第八节  电烧伤  第九节  化学
烧伤第二十五章  咬伤和蜇伤  第一节  蛇咬伤  第二节  兽咬伤  第三节  节  肢动物咬伤第二十六章  外科
重症监测治疗  第一节  中枢神经系统  第二节  心血管系统  第三节  呼吸系统  第四节  消化系统  第五节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科学基本原则>>

急性肾衰竭  第六节  肝功能不全  第七节  内分泌系统  第八节  血液系统  第九节  脓毒症与多器官衰竭第
三十七章  床旁手术操作  第一节  床旁外科手术概况  第二节  床旁手术的安全实施  第三节  床旁手术患
者的选择  第四节  气管造口术  第五节  经皮内镜下胃造瘘术或内镜下空肠造瘘术  第六节  支气管镜检
查  第七节  中心静脉置管第二十八章  灾难医学中的外科决策  第一节  灾难医学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灾
难医学中的应急措施  第三节  治疗原则  第四节  大杀伤力的恐怖袭击武器第二十九章  移植免疫  第一
节  概述  第二节  移植抗原  第三节  移植排斥反应发生的机制  第四节  移植排斥反应的临床类型  第五节
 对移植排斥反应的防治原则  第六节  与移植免疫学相关的其他领域第三十章  腹部器官移植  第一节  肝
脏移植  第二节  肾移植  第三节  小肠移植第三十一章  肿瘤生物学与肿瘤标志物  第一节  肿瘤的流行病
学  第二节  肿瘤的分子生物学  第三节  癌的发生  第四节  肿瘤标志物第三十二章  体表软组织良恶性肿
块  第一节  恶性黑色素瘤  第二节  其他的皮肤恶性肿瘤  第三节  浅表软组织良性肿块第三十三章  软组
织肉瘤  第一节  软组织肿瘤的分类和临床表现  第二节  软组织肿瘤的病理学检查和分期  第三节  恶性
软组织肿瘤的治疗和预后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科学基本原则>>

编辑推荐

蒋先镇、刘浔阳主编的《外科学基本原则》从外科学简史和伦理学讲起，涉及围术期处理、创伤、移
植和外科肿瘤学等方面的内容，涵盖了所有外科临床科室日常工作中所面对的普遍性问题。
不仅包括传统的外科总论知识，还花了很大篇幅系统性地阐述了外科手术围术期处理的重要原则，针
对“手术指征、术前评估、术后处理”这一外科系统决策流程的各环节，给出了指导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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