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律失常基础与临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心律失常基础与临床>>

13位ISBN编号：9787560735634

10位ISBN编号：7560735630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山东大学出版社

作者：闫素华  主编

页数：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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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律失常基础与临床>>

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作者在临床实践中获得的第一手资料，采用基础理论和临床经验相结合的方式，融会国内外
研究的最新进展，系统地阐述了临床常见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临床表现、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们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和研究发现，对于心房颤动、心房扑动等快速性心律失
常的发生机制和射频消融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本书所阐述的这些知识，有助于从事该项工作的医师尽快掌握心脏电生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了解
常见心律失常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从而提高自己的心律失常学水平。
 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心律失常学知识的普及、更新和应用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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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心脏传导系统的解剖生理学1.3 浦肯野细胞浦肯野细胞（Purkinje纤维）广泛分布于心脏自律传
导系统的各个部分，是希氏束、柬支及其分支的主要细胞，亦见于窦房结和房室结的边缘及房内结间
束中，其生理特点是传导性强，具有潜在的自律性。
浦肯野细胞是直径最宽的心肌细胞，其电阻小，只有心室工作细胞的l／3，是传导速度快的细胞之一
。
另外，浦肯野细胞常呈Y型的三向连接结构，这种占三度空间的合体状分叉结构可以发生激动相加作
用和抑制作用，并且可以发生单向传导阻滞，从而容易形成折返现象。
而折返现象又是产生室性心律失常的重要机制。
1.4 工作细胞心房肌和心室肌工作细胞，是完成心脏收缩和舒张的基本单位。
（1）心房工作细胞：心房工作细胞与心室工作细胞相似，但直径较小，平行排列，相邻的肌膜问隙
在桥粒和缝隙连接处形成短而平行的闰盘。
闰盘是心房肌特有的侧一侧连接，使心房激动不但可以端一端传导，还可以侧一一侧传导，因此心房
组织比心室组织更容易形成折返，这也是心房比心室更容易发生纤颤且能持续维持的原因之一。
（2）心室工作细胞：心室工作细胞是心脏中最大的细胞，结构最为复杂，细胞内充满交替排列的肌
节和成行的线粒体。
心肌细胞纤维由闰盘相互紧密相连，故细胞间的传导性能比较好，但因其细胞膜上有较多横小管的开
口小孔，容易产生“漏电”，从而减低了其传导速度，故其传导速度远较浦肯野纤维为慢。
在整个心脏中，绝大多数由心房肌和心室肌工作细胞所组成，不论在数量还是重量上工作细胞都占有
绝对优势。
因此，工作细胞的电活动能够在体表心电图上显示出来。
心房工作细胞除极和复极的综合向量在体表心电图上显示形成P波和Ta波；心室工作细胞除极和复极
的综合向量在体表心电图上显示形成QRS波和T波。
而P细胞、移行细胞和浦肯野细胞占心肌总细胞数的比率很低，它们虽有电活动，但在体表心电图上
不能直接显示，处于隐匿状态。
心脏的传导系统是产生激动、传导和调节心脏节律的主要组织结构。
它由特殊的心肌细胞构成，和普通心肌相同之处是都具有兴奋性、传导性和不应性，不同之处是具有
节律性而无收缩性。
传导系统自发地发出激动，此激动沿着一定的路径传播到心肌，保证心肌协调而有节律地收缩，这是
传导系统的主要生理功能。
由于传导系统发出的激动以及激动传导过程中产生的动作电位很小，所以在体表心电图上不能显示出
来。
因此可以说，传导系统发出的激动以及激动的传导是隐匿性的，只有当激动传导至心房和心室，在体
表心电图上显示出P—Ta波和QRS—T波时，方可显示出传导系统发出的激动以及激动传导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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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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