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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血管外科学是现代医学中相对前沿，与多个学科相互交叉的一门新兴学科。
我国血管外科建设起步较晚，许多技术的开展明显晚于世界先进国家。
20世纪50年代，我国血管外科临床工作仅限于血管结扎和截肢。
虽然1963年我国成功施行世界首例前臂离断再植手术，但是血管外科整体水平很有限，当时很多医院
根本没有血管外科建制，整体学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差甚远。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血管外科基础研究、临床实践等方面的进展也
迅速加快，陆续开展了腹主动脉瘤切除术、颈动脉内膜剥脱术，以及腹主－髂－股动脉、股－胭动脉
和更远侧动脉的血管重建术等许多新手术。
特别是以汪忠镐教授为首的一批血管外科专家，在当时医疗设备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在大动脉炎、动
脉瘤、颈动脉体瘤、淋巴疾病治疗，以及腔內疗法治疗大血管疾病等方面，做了大量原创性工作，为
我国血管外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汪忠镐教授对布加综合征这个以往被医学界视为临床罕见、治疗棘手的顽症进行
深入、细致的研究，终于在该病的诊断、治疗和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在国际上提出组织工程概念之前，率先进行人工血管生物化研究，全方位提高了我国血管外科学整体
水平，为患者带来了福音。
这一优异的创造性成果通过国际交流，受到各国学者的一致赞赏与椎崇，从而推动我国血管外科学走
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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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汪忠镐院士亲率国内外200多位血管外科专家，数易其稿，千锤百炼，历时14年编撰完成。
荟萃汪忠镐院士从医50年的智慧结晶，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我国现代血管外科学最新理
论与实践的权威巨著。
全书共129章，300万字，1800多幅插图，附数十例作者首创的术式，以血管外科基本原则、少见疑难
危重病例诊治、大动脉疾病诊治、大静脉疾病诊治、腔内治疗为重点，突出体现权威性、原创性、实
用性、国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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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忠镐院士，生于1937年，浙江杭州萧山人，1961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是我国血管外科的重要奠
基人之一，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血管外科学组终身名誉主任委员、国际脉管学院副主席、国际血管联
盟顾问、美国和印度血管外科学会名誉会员，前亚洲血管外科学会主席、国际脉管杂志副主编、为国
际布加综合征学会创始主席，是我国血管外科杰出带头人。
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汪忠镐院士在布加综合征、大动脉炎、颈动脉体瘤、血管腔内治疗和人工血管生物化方面做了开创
性的工作。
在国内首先开展颈动脉内膜切除术治疗脑缺血和以血管重建术治疗糖尿病肢体缺血等。
 
    汪忠镐院士曾在哈佛、耶鲁、Johns Hopkins、Duke和Stanford等国外60多所大学做特邀报告。
发表论文400多篇，主编专著11部，参编专著68部，为国际权威Victor教授的《下腔静脉缩窄》一书作
序言。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部级科技进步奖10项，国家专利11项。
在国际会诊中任主刀6次。
于1996、1998、2002和2004年分别获国际脉管学院、国际血管联盟、国际布加综合征学会和印度总统颁
发的研究成就奖、功勋奖、终身成就奖和为发展血管外科事业和亚洲血管学会的成就奖。
2007年获吴阶平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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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国内率先完成脾－肾静脉吻合术，以异体主动脉为移植物的腹主动脉瘤切除置换术。
兰锡纯教授、冯友贤教授已经做了开创性的工作.我国医务工作者在不断学习国外先进医疗技术的同时
，努力发掘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血管疾病，积极研制开发国产人工血管、国产
血管支架，以及其他血管外科专用器械、设备等，以适应我国血管疾病患者难以承受昂贵的进口药品
、器材这一基本国情。
上述适合我国国情的种种努力，对于促进我国血管外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后，我国血管外科学在中医中药治疗血管疾病、显微外科、断肢（指）再植、布加综合征的研究和
治疗，真丝人工血管和内皮细胞种植人工血管的研制，以及腔内血管外科技术等方面均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以下就我国在血管外科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特点分别叙述。
一、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我国古代医学在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方面已经积累了许多宝
贵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许多医学研究机构对该病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从现代医学角度阐明了“血淤”的本质和“活血化淤”治疗的原理，并提出辨证施治，从而创造了许
多中医药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新方法。
1963年，吉林医科大学采用中药“四妙活血汤”为主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获得肯定疗效。
1971年，广东省五华县医院和广东省中医院报道应用中药毛冬青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
1995年，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应用复方丹参注射液静脉滴注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亦取得较好的疗效
。
另外，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应用其他中药组方或传统方剂加减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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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汪忠镐血管外科学》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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