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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30多位在心律失常领域理论造诣较深、临床实践经验丰富的国内外专家撰写，分2篇32章阐述了
快速性心律失常介入技术诊断和治疗的最新发展，包括：新的标测系统和导航系统的应用；对新的消
融能源如超声、激光、微波、冷冻等的探讨；对不适当的窦性心动过速、冠心病、心肌病和束支折返
性室性心动过速和儿童快速性心律失常的介入治疗；心脏再同步治疗——自动复律除颤与恶性室性心
律失常；快速性心律失常介入治疗常见并发症及其处理。
此外，对成熟或较成熟的快速性心律失常的介入治疗，特别是心房颤动的介入治疗也进行了深入阐述
；对心律失常的遗传学检查和干细胞、基因治疗也专章介绍。
    相信本书对心内科临床医师提高临床诊疗水平会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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