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妇女心脏病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妇女心脏病学>>

13位ISBN编号：9787509114544

10位ISBN编号：7509114543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人民军医出版社

作者：王士雯 编

页数：105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妇女心脏病学>>

内容概要

本书由中国工程院士、解放军总医院第年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王士雯教学领衔主编，近百名心血管专
家历经数载编著完成。
    本书重点阐述了女性心血管疾病患者在病理生理及诊断治疗等方面与男性患者的差异。
全书共分为13篇，第一篇为概述，对妇女心脏病学研究的概况、流行病学及相关的内分泌学、分子生
物学知识做简要介绍；第二篇论述女性心血管系统的解剖和生理特点；第三至十篇为各论，重点讨论
妇女常见心脏病的基础和临床问题；第十一篇则就与妊娠相关的心脏问题做了较详细的讨论；第十二
篇为治疗学，讨论妇女心脏病的各种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介入性治疗及心脏起搏器置入术等，
并专门阐述了其临床应用中的性别差异问题；第十三篇就妇女最常见的心脏病，包括冠心病和高血压
性心脏病的中医药治疗作了介绍。
本书荟萃了国内外的新近成就，资料新颖，内容丰富，适合于心血管专业医师、科开工作者、研究生
和高年级医学 生参考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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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士雯（1933.3.29 - ）女 回族  老年心脏病学和老年急救医学专家.山东省峄县人。
1955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原中央大学医学院）。
1984-1985年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和加州大学医学院深造心血管病理，获心血管病理博士后证书。
现为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
是我国新兴学科老年医学的奠基人之一，我国第一个老年医学博士生培养点和唯一的老年医学博士后
流动站的学术带头人，培养了近百名老年医学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等高级人才，长期致力于老年心脏
病和老年急救医学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
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严重危害老年人健康和生命的临床综合症-老年多器官衰竭，并提出老年多器官衰竭
的肺启动机制的学说，显著提高了其救治成功率。
在国内率先总结和推广了对老年心脏病人施行非心脏外科手术的内科保障的经验，对老年冠心病、尤
其是老年心肌梗塞和心力衰竭进行了系列研究，显著降低了其合并症和死亡率。
并创办了《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和国内心脏病学第一本英文版杂志《Journal of Geriatric
Cardiology》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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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第77章  妇女高血压性心脏病的中医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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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3章　心血管系统内分泌学：　　第一节　概述　　自1902年Starling等发现促胰液素并提出激素
的概念以来，经典内分泌学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的研究集中于甲状腺、肾上腺、性腺等大的内分泌腺体，认为人体内分泌系
统由内分泌腺组成，内分泌腺分泌激素，释放入血后随血液循环到达远隔的靶组织发挥其生理效应。
内分泌系统与机体的另一大调控系统——神经系统的关系当时尚不清楚。
后来人们发现，下丘脑中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神经元，具有腺体样分泌功能，称为神经分泌细胞。
它们分泌肽类激素，或经神经垂体释放入血发挥作用（缩宫素、加压素），或由门脉血管运输作用于
腺垂体引起腺垂体分泌功能的改变（如促甲状腺素释放激素、生长激素释放抑制激素），从而改变了
人们认为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相互独立的传统认识。
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现机体内尤其是胃肠道内存在许多散在的细胞，这些细胞具有摄取胺前体进行
脱羧进而产生肽类或活性胺的能力，称为人体摄取脱羧作用（amine precursoy uptake and
decarboxylation，APUD）细胞系统。
这说明内分泌系统不仅包括由许多细胞所构成的特殊内分泌腺体，大量散在的内分泌细胞也是内分泌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弥散性内分泌）。
　　经典性内分泌、神经内分泌和弥散性内分泌所涉及的都是特殊分化的分泌细胞，它们的主要功能
就是分泌激素。
近年来，随着现代生物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技术的进步，人们发现许多原来不认为有内分泌功能的组织
细胞也都产生激素或激素样物质，除上述经典内分泌（血行分泌）方式外，又发现了细胞的旁分泌、
自分泌及胞内分泌等内分泌方式。
它们互相影响，彼此调节，维持心血管系统局部和全身的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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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妇女心脏病学》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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