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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充血性心力衰竭学》由中国、美国及澳大利亚三国著名专家联合编著。
全书共6篇55章，180余万字。
内容从临床实际需要出发，结合编著者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参考国内外数千篇文献，全面系
统地论述了心力衰竭的病理生理、分子生物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各种治疗方
法与预防措施，反映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新进展、新观点、新成就和新方法，使全书的整体质量
有了显著提高。
 ?    本书结构严谨、内容翔实、观点新颖、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可供临床医师、科研人员，以及医学院校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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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彬教授，1937年1月生于山东省寿光县。
1963年毕业于青岛医学院医疗系本科，同年分配至校附属医院工作，1976年至今在滨州医学院工作。
历任滨州医学院内科教研究室主任、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兼心内科主任、山东风湿病学会委员、滨州地
区中医院名誉院长等职。
现任滨洲医学院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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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局部血流调节　  体内各器官的血流量一般取决于器官组织的代谢活动，代谢活动愈强，耗氧
愈多，血流量也就愈多。
器官血流量主要通过对灌注该器官的阻力血管口径的调节而得到控制。
除了前述的神经调节和体液调节机制外，还有局部组织内的调节机制。
在不同器官的血管，神经、体液和局部机制三者所起作用的相互关系是不同的。
在多数情况下，几种机制起协同作用，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起相互对抗的作用。
另外，不同器官的血流量变动范围也有较大的差别，功能活动变动较大的器官，如骨骼肌、胃肠、肝
、皮肤等，血流量的变动范围较大；脑、肾等器官的血流量则比较稳定。
  实验证明，如果将调节血管活动的外部神经、体液因素都去除，则在一定的血压变动范围内，器官
、组织的血流量仍能通过局部的机制得到适当的调节。
这种调节机制存在于器官组织或血管本身，故也称为自身调节。
关于器官组织血流量的局部调节机制，一般认为主要分为代谢性自身调节机制和肌源性自身调节机制
两类。
　  四、动脉血压的长期调节  动脉血压的神经调节主要是在短时间内血压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起调节作
用的。
而当血压在较长时间内（数小时，数天，数月或更长）发生变化时，神经反射的效应常不足以将血压
调节到正常水平。
在动脉血压的长期调节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肾。
肾通过对体内细胞外液量的调节而对动脉血压起调节作用。
有人将这种机制称为肾一体液控制系统。
 总之，血压的调节是复杂的过程，有许多机制参与。
每一种机制都在一个方面发挥调节作用，但不能完成全部的、复杂的调节。
神经调节一般是快速的、短期内的调节，主要是通过对阻力血管口径及心脏活动的调节来实现的；而
长期调节则主要是通过肾对细胞外液量的调节实观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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