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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病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

前言

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工作是目前我国以及全世界医学基础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心血管临床诊断与治疗
技术迅猛发展，不但使得医学模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也促使临床医生改变了对疾病的认识，改善了
治疗效果。传统的以临床经验或机制为基础的临床研究和治疗模式由于大规模的临床药物与非药物治
疗试验的结果已逐渐被循证医学模式变得更完善，并最终所取代。随着临床试验证据的不断出现，临
床防治指南的内容和治疗观念也发生着变化，所以要求临床医生学习工作指南，并贯彻指南、遵循循
证医学的研究结果是很必要的。近年来，无论在冠心病还是心律失常等诸多方面的诊断与治疗进展都
非常快，尤其是介入诊断与治疗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内科药物治疗的方式，是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进步。但是，对介入治疗的评价和完善仍需时日，还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介入治疗所带来的
临床结果，从介入治疗所带来的终点事件的改善和长期预后来评估介入治疗的效果。应当指出，  目
前药物治疗仍然是心脏病治疗的主要治疗手段。此外，应该重视临床流行病学和预防医学的研究，这
对于疾病的防治是十分重要的。疾病的防治也应该成为临床医生的重要工作内容。总结近代所取得的
成就并用图书的形式去指导未来的工作是很有必要的。本书作者李广平教授等多位专家都是活跃在临
床一线的、有丰富经验的医生，也有一些年富力强的青年学者参加写作。可贵的是他们都同时具有临
床及实验研究的能力。这些专家把他们的多年研究经验及临床经验，结合世界先进的成就汇集成书。
这本书的内容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心血管防治的最新进展，有理论也有临床实践
，  内容十分丰富，必将为读者喜爱，并能从中有所收获，特作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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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病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

内容概要

《心血管病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全方位地介绍了心血管病的研究进展。《心
血管病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共七章，分别是心血管病基础研究进展、冠心病研究进展、高血压研究
进展、心律失常研究进展、心力衰竭研究进展、心血管病影像学研究进展、心血管病相关疾病研究进
展，内容包括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进展及编者自身的研究和经验。《心血管病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
内容丰富、全面，供广大心内科医师及从事心血管研究的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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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此外，研究者们尝试用干细胞因子或G-CSF等细胞因子动员自身骨髓干细胞向外周血释放，然
后收集并移植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到动物梗死心肌中，发现其改善心功能程度不如移植BM-MNC那样令
人满意，而且所移植的血细胞并不能整合成新生毛细血管。单次细胞移植对于AMI患者是否可带来更
长久的益处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移植细胞的类型也不再局限于BM-MNC、骨髓间质细胞以及外周
血祖细胞等等。此外，动物试验已经表明移植细胞的数量与心脏功能改善程度呈线性增长关系，而目
前已有的移植手段并不能使更多的移植细胞到达梗死区及梗死边缘区，移植效率的问题仍然是困扰临
床广泛应用的瓶颈。Poh等最近在猪心梗模型上进行多次骨髓间质干细胞移植，发现可以提高移植效
率且安全可行，我们在过去的两年中进行了相关研究，得到与动物试验类似的结果，与单次移植相比
，多次移植可以改善患者远期心脏功能，相关研究结果也将很快发表。干细胞是一类无任何特定的功
能和特性的细胞，可无限增殖，也可被诱导分化成一种或多种特定功能的细胞，正在被用来研究组织
器官的再生。胚胎干细胞为全能干细胞，具有分化为所有类型的组织细胞的潜能，但由于受伦理和移
植后的排斥反应的影响，其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受到限制。成体干细胞存在于成体内多个组织器官内
，为组织损伤修复提供种子细胞。一般认为这种干细胞为定向干细胞，即仅能分化为所来源的组织细
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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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血管病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介绍了心血管病最新的研究进展基础与临床有机机地结合在一起。

Page 6



《心血管病基础与临床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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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