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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外科学》

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全面介绍急诊医学领域中外科方面最新学术成就的大型专业性学术著作。由国
内72位急诊医学、外科学和其他有关学科的专家，并邀请美国和香港特区的2位急诊医学专
家共同撰写。全书共分三篇七十五章，分别叙述急诊外科学基础、创伤和外科常见急症。本书
内容新颖，理论与实践并重，科学性强，适合于各级从事急诊外科的临床医师之用，并可作为急
诊外科教学、进修和科研的高级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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