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肾脏病学进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肾脏病学进展>>

13位ISBN编号：9787509152003

10位ISBN编号：7509152003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陈香美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1-10出版)

作者：陈香美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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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肾脏病学进展>>

内容概要

《中国肾脏病学进展(2009-2011)》系统总结了第八届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的工作，全书分为6章。
第l章概括介绍了我国肾脏病防治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以及第八届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做出的成绩
；第2章简述了当前’肾脏病领域的国内外进展，为肾脏病医务工作者了解国内外前沿提供帮助；第3
章详细论述了如何合理应用治疗肾脏疾病的常用药物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药、受体阻滞药、糖皮质
激素、来氟米特以及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第4章简述了2010年全国血液透析病例信息登记结果；
第5章介绍了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肾脏病学会近3年的工作和成绩；第6章展望了我国肾脏病学今后
的发展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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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三）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激活 非容量依赖型高血压患者是
由于RAAS系统亢进导致血压升高，但在CKD合并高血压中是否占主导地位还有争议，因为RAAS激活
在容量负荷的情况下被抑制。
体内调节肾间质和肾小管血管紧张素Ⅱ浓度的系统有着十分复杂的机制。
阻止肾内血管紧张素系统是CKD降压达标和保护肾功能的基础治疗措施。
 （四）其他机制 如肾缺血、激肽释放酶一缓激肽系统、一氧化氮缺乏等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CKD合并高血压的危害研究进展 高血压是CKD病情进展以及并发心血管事件（CVD）的重要危
险因素。
高血压不仅促进CKD进展为终末期。
肾功能衰竭，还促进左心室肥厚，并增加了心血管病的患病风险。
欧洲一项对合并高血压的CKD 4～5期患者的调查，发现血压每升高10 mmHg会使GFR下降速度每月平
均增加0.04～0.05 ml／（min·1.73 m2），使患者过早走向肾脏替代治疗。
与血压达标的CKD患者（仅11％）相比，血压>130／80mmH9者GFR下降速度每月平均增加0.31 ml／
（min·1.73 m2）。
降压可以显著减少蛋白尿，而蛋白尿是肾功能减退的重要危险因素。
对于临床上表现有明显蛋白尿的CKD患者（>19／d），降低血压对延缓CKD进展是非常显著的。
 合并高血压的CKD患者较血压正常的CKD患者死于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明显增高。
控制血压可以减少CKD的心血管疾病、卒中和全因病死率。
 收缩压升高是CKD进展的重要危险因素。
无论KEEP还是NHANES研究数据均证实，收缩期高血压与早期CKD独立相关。
收缩期高血压不仅是预测糖尿病患者进展到CKD的预测标志，而且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
研究证实，收缩压降低10 mmHg可将2型糖尿病发生ESRD的危险减少17％。
纵向研究结果显示，与收缩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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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肾脏病学进展(2009-2011)》图文并茂，学术进展与学会工作介绍并重，旨在帮助读者了解我国
肾脏病学领域的现状和进展，以及第八届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带领广大肾脏病医务工作者为肾脏
病防治所做的辛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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