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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信息学》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阐述了心电信息学概念，创建性地按心电信息图图形分类，系统、完整地介绍了各种
心电检测信息，如心电图，胎儿心电图，12导同步心电图，心电向量图，动态心电图，监测心电
图，起搏心电图，负荷心电图，食管心脏起博，电交替现象，QT 离散度，心率变异性，体表标测
图，窦房结电图，希氏束电图，高频心电图，频谱心电图，心室晚电位，心磁图，导联系统，计算机
在心电图的应用，动态血压监测，以及临床心脏电生理检查等。本书附有四百余幅插图，附录还
载有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检测方法、工作规程和诊断标准。本书具有一册在手，即可收到通览心
电信息之效，是一部具有实用价值的工具书，亦是更新知识，提高业务的专业性参考书。
本书可供广大临床医生、心电学工作者、医学院校师生以及从事心电学研究的工程人员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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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信息学》

作者简介

主编、主审简介
主编
张开滋 字景阳，教授、主任医师，男，1937年2月生，祖籍山东莱阳，出身医学世家，幼承
家学祖训，1962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曾任丹东市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遗传研究
室主任、中国心力衰竭协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心电信息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无创心功能学会
委员、中华医学会辽宁省遗传学会常务委员、辽宁省遗传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丹东分会内科
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心力衰竭杂志》副主编、《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编委、《中国实用心电
杂志》编委、丹东市科普作家协会顾问、香港新华新闻出版社顾问等。
张教授在从医36载的医疗、教学和科研实践中，积累了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
经验，具有解决疑难疾患和抢救急危重症能力，擅长治疗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梗塞，首报
沟回唇、外耳道多毛症、罕见核型克氏综合征，并对HOS、PJS、内脏多囊病予以新的命名和分
型，被众多专家认定和采用，这是对临床遗传学的创造性贡献。
他积极开展新技术，新疗法。在1985年开展ATP转复室上速，溶栓治疗急性心肌梗塞等，
主持和创建了丹东市第一医院CCU病房、心功能室、心导管室、医学遗传研究室，主持开展了
电生理检测、起搏器置入、细胞遗传学工作。
他不断总结经验，勤于笔耕，发表医学论文150余篇，其中3篇刊登在美国医学杂志、美国
心脏杂志上，9篇在中、加、美、英、意等国召开的七个国际会议上交流。译文10篇。在丹、沈、
京、津、青岛等地讲学30余次。主编及合编医学专著12部，其中遗传系列书有：《遗传性心血管
疾病》、《心血管遗传病学》（主编）、《临床遗传学彩色图谱》（编委）；急诊医学系列书有：《
心肺脑
当代复苏指南》、《心搏骤停与现代复苏》《猝死诊断防治学》（主编）、《现代急诊治疗学》（副
主
编）、《急诊医学――研究进展与临床实践》（编委）；心电学系列书有《实用心电信息学》、《心
电
信息学》（主编）；参编宏篇巨著并获奖的书有：《充血性心力衰竭》1、2版（副主编）、《现代心
脏
内科学》（编委）。他还发表了500多篇科普作品，19篇作品分获全国、省、市级奖。
他具有独立设计和主持科研能力，《Hoit－Oram综合征》、《Marfan综合征》的临床和临床
研究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市科技进步一、二等奖；主持的《遗传性色素斑――息肉综合征》、
《心脏性猝死的预测和防治》亦取得进展，还参加了全国多项多中心协作课题。
他多次担任科研成果鉴定工作，并任国际首报《心－手－足综合征》评审主任委员，还被特邀
为中国医大遗传学硕士研究生答辩专家。
他的多篇论文和科研成果收录入多个国内外情报信息库中，广泛地被引用。
他热心学会工作，在他担任的六个学会领导职务中，发挥了较大作用。他具有较强的组织
才干，领导的科室连续多年被评为卫生局先进科室。他扶持后人，甘为人梯，做好传帮代，培养
和造就一大批中青年业务骨干，成为梯队建设的接班人。
鉴于他在医疗、教学、科研成绩斐然，尤其在遗传性心血管病方面有所建树，在心电信息
学、心肺脑复苏方面亦有造诣，被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等众多教授推荐为全国遗传性心血管学
科的带头人。因其成绩卓著多次受到嘉奖，被授予丹东市优秀科技工作者，优秀学科带头人，突
出贡献人员，被国务院确定为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张教授的学术成就和传略被载入：《世界优秀专利技术精选（中国卷）》、《世界名医大全（中
国卷）》、《世界名人录》等18部大型辞典中。
刘海祥 男，1965年生于陕西宝鸡。现任北京美高仪公司总经理，美国GeneralHitech公
司副总裁。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物理系，1988年获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安全技术与
工程学硕士学位。其论文《论噪声对人体心脏的影响》首次涉足心脏电生理领域，之后一直从事
心脏电生理检查的理论研究及仪器设计工作，先后主持开发了《CARDIO－100心电综合分析
系统》、《ECGLAB－Ⅱ心电工作站系统》、《PMS心电遥测监护系统》等，这些系统包括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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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信息学》

平板心电图”、“24小时动态心电图”、“12导联同步心电图”、“F导联同步心电图”、“心电向量
图”、“时间向量图”、“心室晚电位”、“频谱心电图”、“高频心电图”、“心率变异性”、
“QT离散
度”、“遥测心电图的实时HOLTER分析”、“起搏心电图”等诸多项目。发表有《论心电次响应
现象的临床意义》、《心率变异性》等多篇论文。
吴杰 副教授、副主任医师，男，生于1948年6月，1983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医疗系。
现任同济医院心功能室（含所有有创及无创心电检查项目）负责人，中华心电生理和起搏学会
心电图学组委员，湖北省心电生理和起搏学会常委，《中国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杂志》编委，《内
科急危重症杂志》编委，《临床心电学杂志》编委等。
吴教授在教学医院长期从事临床心电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治学严谨，学风朴实，具有扎
实的心电学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验经验，尤其在心电图和心电向量图的计算机分析和应用研
究方面有较深的造诣。1986年完成《计算机心电向量图自动分析系统》科研课题，通过省级鉴
定，获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二等奖，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89年完成《高效心电图和心电
向量图自动分析诊断系统》科研课题，通过卫生部部级鉴定，获湖北省卫生厅科技进步一等奖。
由于吴教授科研成绩斐然，1992～1994年应邀赴荷兰Erasmus大学医学信息研究所工
作，并从事心电图标准化的调查研究。在荷兰工作期间，他与荷兰、美国学者合作，开发出一套
计算机化的心电图明尼苏达编码程序。此套软件已被美国权威机构Miami大学明尼苏达编码
中心认可，并已用于荷兰全国的心血管病流行病学调查。基于此项研究的成就，荷兰Erasmus
大学授予吴杰医师“心电学领域科学贡献”奖牌，还被WHO邀请参加了在日本举办的“亚太地
区心血管病预防培训班”。
近年，吴教授主要从事心电图和心电向量图的标准化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有关杂志先后
发表论文10多篇，其中某些导向性的文章，例如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发表的《新视野：常规心
电图描记分析方法标准化的进展》引起心电学界较大反响。他还参编或参译了《实用心电信息
学》，《内科医师进修必读》，《心血管病医疗保健精萃》，《哈里逊内科学》等医学专著，多次参
加
在荷兰、瑞士、日本等国举办的学术会议。
主审
陆再英 女，1934年11月生，1957年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医疗系，现在同济医科大学附
属同济医院工作。内科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心血管内科主任。1992年被国务院确定
为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陆教授治学严谨，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深受医学界同
行敬重，多次被评为院、校、省、市及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
陆教授是我国著名心脏内科专家之一，从事心血管病临床、教学和研究工作近四十年，成
果累累。1980～1982年由卫生部选派赴瑞士进修，获医学博士学位。1990～1991年由卫生部
选派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出访丹麦和西德。现担任卫生部科教司诊断学教学质询委员会副主
任，理学检查组组长。中华医学会武汉市心血管学会主任，中华医学会武汉分会理事，湖北省医
学会内科学会委员，湖北省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委员，中华心电生理和起博学会委员，中国生物
医学工程学会起搏与电生理学会委员。目前被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二审专家，国
家教委博士点评估专家组成员，武汉科技智囊团成员，同济医科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
陆教授还被聘任为《中华心律失常学杂志》常务编委，《中国起博与电生理杂志》常务编委，
《同济医科大学学报》中文版常务编委、外文版编委，《国外医学物理康复医学分册》常务编委，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副主编。
陆教授近年创办了《内科急危重症杂志》并任主编，还担任人民卫生出版社《英汉医学词
汇》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华内科学》心血管分篇副主编。
陆教授数十年坚持临床第一线工作，从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副主任医师到主任医师。内科
学基础扎实，能全面诊断处理疑难重症，对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诊断治疗有丰富的经验。
80年代以来重点从事心电生理方面的研究，包括食管心房调搏的方法学及诊断标准，激
光消融治疗心律失常的基础研究，激光消融的比较研究，射频消融的机理研究及方法学探讨，
长程心电图对室速的预测，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诊断，心率变异性的临床研究等。
在冠心病方面的研究有预防PTCA后再狭窄的中药筛选，冠脉狭窄的循环重建，VE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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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皮生长因子）促进侧支循环建立的研究等。近年，陆教授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省市
科研课题数项，发表论文30余篇。
80年代以来著书多部，并担任《内科医师进修必读》一书副主编，中英对照读物《内科学》
主编，中英对照读物《诊断学》主编，大型专著《Harris0n内科学》副主译，参译德文版《Schettler
内科学》，参编全国医学院校教材《诊断学》等。
陆教授自参加工作以来，还长期从事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言传身教，注重人才培养。自
1985年以来培养硕士生12名，博士生5名，1996年开始招收博士后研究生。1994年起参加卫
生部全国部属院校诊断学教学协助组，为诊断学教学改革出谋献策。
陈国伟 中山医科大学内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会办和国家教委七年制医学教
育和学位受予质量评估专家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特殊津贴。陈教授祖籍浙江
省鄞县，1940年2月28日生于上海，1963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院（现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医
疗系，同年由卫生部分配到广州中山医学院（现称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工作，历任
住院医生、助教、主治医生、讲师等职，1985年晋升为内科副教授，1992年晋升为教授。1989年
6月～1991年1月和1992年5月～1993年5月两次应邀赴澳门镜湖医院协助开展心血管病
防治工作，多次获该院和澳门同胞的好评。
三十多年的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陈教授不断总结经验，勤于笔耕，结合国内外
有关资料，先后在全国二十多家医学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包括论著、述评、综述、专题讲座、专
题笔谈等共五百多篇。曾主编《实用超声心动图学》、《心血管问答精选》、《现代临床实验诊断
学》、《现代急诊内科学》、《新内科手册》、《现代心脏内科学》等专著，其中《现代临床实验诊
断
学》和《现代急诊内科学》先后获广东省卫生厅、高教厅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广东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及中南五省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现代心脏内科学》获第九届中国图书奖和卫生部优秀科
技图书二等奖。由陈教授担任副主编、编委和编者的医学专著包括：《实用内科诊断治疗学》、
《实习医生手册》、《胸心外科手术学》、《今日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内科急诊治疗学
》、《内
科最新治疗Ⅲ》等著作十二部。陈教授除撰写医学专著外，还重视医学科普工作，积极宣传医学
科普知识，先后参与《家庭医药顾问》、《寿星生活》、《医生手记》、《家庭健康宝鉴》、《青年
保健大
全》等科普著作编写工作。
陈教授历任中华医学会急诊学会委员、中西南地区中华医学会急诊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中
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科副主任、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中国心力衰竭协会副主任委员，《现
代医学仪器与应用杂志》主编，《心力衰竭杂志》副主编，《中国实用内科杂志》常务编委，《国外
医学内科学分册》和《新医学杂志》的特约编委，《家庭医生杂志》专家组成员和特约编辑。
鉴于陈教授在医疗、教学、科研成绩斐然，被《中国当代高级医师大全》等多部名人大全中
载入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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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胎儿心电图有关标准
2.自R－R间期推算胎心率表
第七章 12导同步心电图
第一节 概 念
第二节 仪器模式和技术性能
第三节 波形定义和测量
第四节 临床应用
第五节 展望
第八章 心率变异性
第一节 溯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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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心率变异性的生理基础
第三节 心率变异性的分析方法
第四节 心率变异性的临床应用
第五节 评价与展望
第九章 QT离散度
第一节 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 发生原理
第三节 方法学与正常值
第四节 临床意义
第五节 评价与展望
第十章 心脏电交替现象
第一节 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 电交替发生的原因与机理
第三节 电交替分型与特征
第四节 电交替的临床意义
第五节 治 疗
第十一章 动态心电图
第一节 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 记录技术和分析方法
第三节 正常人动态心电图
第四节 临床应用
第五节 评价与展望
第十二章 监测心电图
第一节 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 床边心电图监测
第三节 电话传输心电图监测
第四节 评价与展望
第十三章体表电位标测目
第一节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体表标测图的方法
第三节正常等电位标测图
第四节常见异常标测图
第五节心电峰值标测图
第六节研究进展与展望
第十四章负荷心电图
第一节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心电图运动试验
第三节心电图运动试验的临床应用
第四节心电图运动试验的评价与展望
第五节心电图药物负荷试验
第六节心电图非运动、非药物负荷试验
第十五章起搏心电图
第一节起搏心电图的特征
第二节不同部位起搏心电图
第三节起搏器的编码与分类
第四节不同类型起搏器的起搏心电图
第五节某些特殊的起搏心电图表现
第六节起搏系统故障的心电图
第十六章食管心脏起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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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食管心房起搏的方法学
第三节食管心房起搏的临床应用
第四节食管心室起搏
第五节评价与展望
第三篇派生心电信息图
第十七章窦房结电图
第一节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实验研究和检测方法
第三节临床应用
第四节评价与展望
第十八章体表希氏束电图
第一节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希氏束电图波形命名与测量
第三节信号叠加平均法体表检测希氏束电图
第四节应用自适应滤波技术体表逐拍检测希氏束信号
第五节临床应用
第六节 评价与展望
第十九章 心室晚电位
第一节 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 病理生理基础
第三节 检测方法
第四节 临床应用
第五节 评价与展望
第二十章 频谱心电图
第一节 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 原理与检测方法
第三节 正常频谱心电图
第四节 异常频谱心电图
第五节 评价与展望
【附】 12导联心电能量谱
第二十一章 高频心电图
第一节 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 病理生理基础
第三节 检测与分析
第四节 临床应用
第五节 评价与展望
【附】 高频心电图操作规范和判断标准的建议
第四篇 相关心电信息图
第二十二章 心磁图
第一节 简 史
第二节 心磁图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方法与仪器
第四节 正常心磁图
第五节 异常心磁图
第六节 评价与展望
第五篇心电信息学的开发应用
第二十三章 心电图在流行病学中的应用
第一节 溯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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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编码方案
第三节 心电图的应用范围
第四节 心电图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第五节 心电图的质量控制
第六节 评价与展望
【附】 1982年版明尼苏达心电图编码
第二十四章 心电图的计算机分析
第一节 溯源与发展
第二节 心电图计算机分析系统的基本构成
第三节 心电图计算机分析的方法学
第四节 评价计算机自动分析程序性能的方法
第五节 评价与展望
第二十五章 动态血压监测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测量方法
第三节 评价方法
第四节 临床应用
第五节 前景
第六篇 临床心脏电生理检查
第二十六章 临床心脏电生理检查
第一节 临床心脏电生理检查基本技术
第二节 程序刺激技术
第三节 窦房结功能
第四节 房室传导及室内传导障碍
第五节 房室结折返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第六节 房室折返性室上性心动过速
第七节 室性心动过速
第八节 心房扑动和心房颤动
第九节 评价与展望
附 录
附录一 心电图学名词术语标准化
附录二 心电图机标准化
附录三 常规心电图操作标准化
附录四 心电图测量标准化
附录五 心电图诊断标准
附录六 心电图的鉴别诊断
附录七 各种心律失常的心电图诊断
附录八 动态心电图工作指南
附录九 我国制定的心脏电生理检查工作规程
附录十 美国临床心内电生理研究指南
附录十一 安装埋藏式起搏器工作规程
附录十二 射频导管消融治疗快速心律失常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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