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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内科学》　（第二版）

　　医学专科教育是我国医学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
适应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高医学专科教育的水平，
为基层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我们对《内科学》教材进行修
订，尽量使本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第一版教材使用以来，作者们不断地向有关专家、教师和
学生了解并收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和意见，以便在第二版中得
到改进。第二版《内科学》就是在采纳了许多师生的意见和建
议后进行编写与完善的。伴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临床医
学的诊治水平、科研及教学成果也有很多新进展。本书的内容
以我国常见病、多发病为重点，总结内科学的临床实践，认识当
代内科学的新进展，以保持教材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但
不成熟的资料则不予介绍。作者们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
的资料和教科书，使本书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概念清楚、
结构严谨，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并在全书尽量使用规范的医
学名词、医学术语和法定计量单位。编写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
的原则，以提高同学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本书既是医学
专科学生的一本好教科书，又是中级临床医师的一本实用工具
书和参考书。

由于本书内容较多，篇幅较大，参与编写的作者来自不同
的医疗单位，撰写内容各异，文风不同，书中可能会出现遗漏和
错误之处，恳请广大师生及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进
一步完善。

王　静

２００８年７月



编委名单　《内科学》 （第二版）

主　编　王　静　孙建勋　王宏运

副主编　刘海英　李秋芳　李树龙　邵春芬

魏　毅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静　王宏运　申丽静　刘　红

刘　莹　刘俊伟　刘海英　孙建勋

李　锟　李月灵　李秋芳　李树龙

邵春芬　吴秋歌　张会娟　张秀芬

张彦芳　苗丽君　郏建臣　易　韬

赵　理　高延秋　程　哲　魏　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目　录　《内科学》　（第二版）

第一篇　绪论

第二篇　呼吸系统疾病
第一章　总论 ９………………………………………………………………………………

第二章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及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１５……………………………

　第一节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１５……………………………………………………………

　第二节　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１８…………………………………………………………

第三章　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２１………………………………………

　第一节　慢性支气管炎 ２１…………………………………………………………………

　第二节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２４……………………………………………………………

第四章　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３１…………………………………………………………

第五章　支气管哮喘 ３８……………………………………………………………………

第六章　支气管扩张症 ４７…………………………………………………………………

第七章　肺炎 ５１……………………………………………………………………………

　第一节　概述 ５１……………………………………………………………………………

　第二节　肺炎球菌肺炎 ５４…………………………………………………………………

　第三节　葡萄球菌肺炎 ５９…………………………………………………………………

　第四节　肺炎克雷白杆菌肺炎 ６０…………………………………………………………

　第五节　肺炎支原体肺炎 ６２………………………………………………………………

　第六节　军团菌肺炎 ６４……………………………………………………………………

　第七节　艾滋病合并肺部感染 ６５…………………………………………………………

　第八节　肺部真菌感染 ６７…………………………………………………………………

第八章　肺脓肿 ７０…………………………………………………………………………

第九章　肺结核 ７６…………………………………………………………………………

第十章　肺栓塞 ９４…………………………………………………………………………

第十一章　间质性肺疾病 １０１……………………………………………………………

　第一节　概述 １０１……………………………………………………………………………



　第二节　特发性肺纤维化 １０５………………………………………………………………

第十二章　胸腔积液 １０８…………………………………………………………………

第十三章　结核性胸膜炎 １１６……………………………………………………………

第十四章　气胸 １２０………………………………………………………………………

第十五章　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１２７………………………………………………………

第十六章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１４０…………………………………………………

第十七章　呼吸衰竭 １４６…………………………………………………………………

　第一节　慢性呼吸衰竭 １４７…………………………………………………………………

　第二节　急性呼吸衰竭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１５２………………………………………

第三篇　循环系统疾病
第一章　总论 １５９……………………………………………………………………………

　第一节　循环系统疾病常见症状和体格检查 １６０…………………………………………

　第二节　循环系统疾病常用的辅助检查 １６３………………………………………………

　第三节　循环系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原则 １６４……………………………………………

　第四节　循环系统疾病研究的主要进展和成就 １６６………………………………………

第二章　心力衰竭 １６８……………………………………………………………………

　第一节　慢性心力衰竭 １７１…………………………………………………………………

　第二节　急性心力衰竭 １８０…………………………………………………………………

第三章　心律失常 １８２……………………………………………………………………

　第一节　概述 １８２……………………………………………………………………………

　第二节　窦性心律失常 １８８…………………………………………………………………

　第三节　房性心律失常 １９１…………………………………………………………………

　第四节　房室交界区性心律失常 １９６………………………………………………………

　第五节　室性心律失常 ２０１…………………………………………………………………

　第六节　心脏传导阻滞 ２０８…………………………………………………………………

　第七节　抗心律失常药物的合理应用 ２１２…………………………………………………

　第八节　心律失常的非药物治疗 ２１４………………………………………………………

第四章　心脏骤停和心脏性猝死 ２２３…………………………………………………

第五章　先天性心血管病 ２３０……………………………………………………………

　第一节　成人常见先天性心血管病 ２３０……………………………………………………

　第二节　先天性心脏病的介入治疗 ２３８……………………………………………………

第六章　高血压 ２４２………………………………………………………………………

第七章　 动脉粥样硬化和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２５４………………………

　第一节　动脉粥样硬化 ２５４…………………………………………………………………

　第二节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２６０…………………………………………………

第八章　心脏瓣膜病 ２８２…………………………………………………………………

２ 内科学



　第一节　二尖瓣疾病 ２８２……………………………………………………………………

　第二节　主动脉瓣疾病 ２９３…………………………………………………………………

　第三节　三尖瓣和肺动脉瓣疾病 ３０１………………………………………………………

　第四节　多瓣膜病 ３０４………………………………………………………………………

第九章　感染性心内膜炎 ３０６……………………………………………………………

第十章　心肌疾病 ３１２……………………………………………………………………

　第一节　心肌病 ３１２…………………………………………………………………………

　第二节　特异性心肌病 ３１９…………………………………………………………………

　第三节　心肌炎 ３２１…………………………………………………………………………

第十一章　心包疾病 ３２６…………………………………………………………………

　第一节　急性心包炎 ３２６……………………………………………………………………

　第二节　缩窄性心包炎 ３３０…………………………………………………………………

第十二章　心血管疾病的溶栓抗栓治疗 ３３３…………………………………………

　第一节　心血管疾病中常用的抗栓及溶栓药物 ３３３………………………………………

　第二节　常见心血管疾病的抗栓及溶栓治疗 ３３５…………………………………………

第四篇　消化系统疾病
第一章　总论 ３４１……………………………………………………………………………

第二章　胃食管反流病 ３４７………………………………………………………………

第三章　食管癌 ３５１………………………………………………………………………

第四章　胃炎 ３５６……………………………………………………………………………

　第一节　急性胃炎 ３５６………………………………………………………………………

　第二节　慢性胃炎 ３５７………………………………………………………………………

　第三节　特殊类型胃炎 ３６０…………………………………………………………………

第五章　消化性溃疡 ３６２…………………………………………………………………

第六章　胃癌 ３７１……………………………………………………………………………

第七章　肠结核和结核性腹膜炎 ３７７…………………………………………………

　第一节　肠结核 ３７７…………………………………………………………………………

　第二节　结核性腹膜炎 ３８０…………………………………………………………………

第八章　炎症性肠病 ３８４…………………………………………………………………

　　［附］　溃疡性结肠炎（ＵＣ） ３８８…………………………………………………………

第九章　功能性胃肠病 ３９０………………………………………………………………

　第一节　功能性消化不良 ３９０………………………………………………………………

　第二节　肠易激综合征 ３９２…………………………………………………………………

第十章　慢性肝炎 ３９５……………………………………………………………………

　第一节　慢性病毒性肝炎 ３９５………………………………………………………………

　第二节　自身免疫性肝炎 ３９８………………………………………………………………

３目　录



　　［附］　病毒性肝炎诊断标准 ４００…………………………………………………………

第十一章　酒精性肝病 ４０３………………………………………………………………

　　［附］　酒精性肝病诊断标准 ４０６…………………………………………………………

第十二章　肝硬化 ４０８……………………………………………………………………

　　［附］　肝硬化诊断标准 ４１５………………………………………………………………

　　［附］　原发性肝癌的临床诊断标准 ４１５…………………………………………………

第十三章　肝性脑病 ４１７…………………………………………………………………

第十四章　胰腺炎 ４２３……………………………………………………………………

　第一节　急性胰腺炎 ４２３……………………………………………………………………

　第二节　慢性胰腺炎 ４２７……………………………………………………………………

　　［附］　重症急性胰腺炎（ＳＡＰ）诊断标准 ４３０……………………………………………

第十五章　消化道出血 ４３１………………………………………………………………

　第一节　上消化道出血 ４３１…………………………………………………………………

　第二节　下消化道出血 ４３６…………………………………………………………………

第五篇　泌尿系统疾病
第一章　总论 ４４１……………………………………………………………………………

　第一节　肾的解剖及生理概要 ４４１…………………………………………………………

　第二节　泌尿系统疾病常见的临床表现 ４４６………………………………………………

　第三节　泌尿系统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４５０…………………………………………………

第二章　肾小球疾病概述 ４５３……………………………………………………………

第三章　肾小球肾炎 ４５７…………………………………………………………………

　第一节　急性肾小球肾炎 ４５７………………………………………………………………

　第二节　急进性肾小球肾炎 ４６１……………………………………………………………

　第三节　慢性肾小球肾炎 ４６４………………………………………………………………

　第四节　隐匿性肾小球肾炎 ４６８……………………………………………………………

第四章　肾病综合征 ４７０…………………………………………………………………

第五章　ＩｇＡ肾病 ４８０……………………………………………………………………

第六章　间质性肾炎 ４８３…………………………………………………………………

　第一节　急性间质性肾炎 ４８３………………………………………………………………

　第二节　慢性间质性肾炎 ４８４………………………………………………………………

第七章　尿路感染 ４８６……………………………………………………………………

第八章　肾小管疾病 ４９２…………………………………………………………………

　第一节　肾小管性酸中毒 ４９２………………………………………………………………

　第二节　Ｆａｎｃｏｎｉ综合征 ４９５………………………………………………………………

第九章　急性肾衰竭 ４９７…………………………………………………………………

第十章　慢性肾衰竭 ５０４…………………………………………………………………

４ 内科学



第六篇　血液和造血系统疾病
第一章　总论 ５１５……………………………………………………………………………

第二章　贫血概述 ５１９……………………………………………………………………

第三章　缺铁性贫血 ５２３…………………………………………………………………

第四章　巨幼细胞性贫血 ５２８……………………………………………………………

第五章　再生障碍性贫血 ５３３……………………………………………………………

第六章　溶血性贫血 ５３８…………………………………………………………………

　第一节　概述 ５３８……………………………………………………………………………

　第二节　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 ５４３……………………………………………………

　第三节　葡萄糖－６－磷酸脱氢酶缺乏症 ５４３……………………………………………

　第四节　血红蛋白病 ５４６……………………………………………………………………

　第五节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５４９………………………………………………………

　第六节　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 ５５１……………………………………………………

第七章　白细胞减少和粒细胞缺乏症 ５５５……………………………………………

第八章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５５９………………………………………………………

第九章　白血病 ５６２………………………………………………………………………

　第一节　概述 ５６２……………………………………………………………………………

　第二节　急性白血病 ５６４……………………………………………………………………

　第三节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５７３……………………………………………………………

　第四节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５７６…………………………………………………………

第十章　淋巴瘤 ５８０………………………………………………………………………

第十一章　多发性骨髓瘤 ５９０……………………………………………………………

第十二章　恶性组织细胞病 ５９５…………………………………………………………

第十三章　骨髓增生性疾病 ５９８…………………………………………………………

　第一节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５９８……………………………………………………………

　第二节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６０１…………………………………………………………

　第三节　原发性骨髓纤维化症 ６０２…………………………………………………………

第十四章　出血疾病概述 ６０５……………………………………………………………

第十五章　过敏性紫癜 ６１０………………………………………………………………

第十六章　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６１３……………………………………………

第十七章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６１７………………………………………………………

第七篇　内分泌系统疾病
第一章　总论 ６２３……………………………………………………………………………

第二章　垂体瘤 ６２７………………………………………………………………………

第三章　巨人症和肢端肥大症 ６３０………………………………………………………

５目　录



第四章　腺垂体功能减退症 ６３３…………………………………………………………

第五章　尿崩症 ６３６………………………………………………………………………
第六章　单纯性甲状腺肿 ６４０……………………………………………………………

第七章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６４２…………………………………………………………
第八章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６５０…………………………………………………………
第九章　甲状腺炎 ６５３……………………………………………………………………

　第一节　亚急性甲状腺炎 ６５３………………………………………………………………

　第二节　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 ６５４……………………………………………………

第十章　库欣综合征 ６５６…………………………………………………………………
第十一章　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６６０…………………………………………………
第十二章　嗜铬细胞瘤 ６６４………………………………………………………………

第十三章　原发性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 ６６８…………………………………

第八篇　代谢疾病和营养疾病
第一章　总论 ６７５……………………………………………………………………………
第二章　糖尿病 ６７８………………………………………………………………………

第三章　低血糖症 ６９６……………………………………………………………………

　　［附］　常见的低血糖症 ７００………………………………………………………………

第四章　血脂异常和脂蛋白异常血症 ７０２……………………………………………

第九篇　风湿性疾病
第一章　总论 ７１１……………………………………………………………………………

第二章　类风湿关节炎 ７１８………………………………………………………………
第三章　血清阴性脊柱关节病 ７２５………………………………………………………

　第一节　强直性脊柱炎 ７２５…………………………………………………………………

　第二节　其他血清阴性脊柱关节病 ７２９……………………………………………………

　　［附］　血清阴性脊柱关节病 ７３０…………………………………………………………

第四章　系统性红斑狼疮 ７３２……………………………………………………………

　　［附］　狼疮肾炎 ７４０………………………………………………………………………

第五章　血管炎 ７４２………………………………………………………………………

　第一节　概述 ７４２……………………………………………………………………………

　第二节　大动脉炎 ７４５………………………………………………………………………

　第三节　结节性多动脉炎和显微镜下多动脉炎 ７４８………………………………………

　第四节　变应性肉芽肿血管炎 ７５３…………………………………………………………

　第五节　Ｗｅｇｅｎｅｒ肉芽肿 ７５５………………………………………………………………

第十篇　理化因素所致疾病
第一章　总论 ７６１……………………………………………………………………………

６ 内科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二章　中毒 ７６３……………………………………………………………………………

　第一节　概述 ７６３……………………………………………………………………………

　第二节　农业杀虫药中毒 ７６８………………………………………………………………

　第三节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 ７７６……………………………………………………………

　第四节　铅中毒 ７７８…………………………………………………………………………

　第五节　镇静催眠药中毒 ７８１………………………………………………………………

　第六节　酒精中毒 ７８５………………………………………………………………………

　第七节　毒蛇咬伤中毒 ７８８…………………………………………………………………

第三章　中暑 ７９２……………………………………………………………………………

７目　录



书书书

绪
论

第
一
篇



2 内科学



内科学是临床医学中的主要学科之一，是研究非手术治疗的内科疾病的病因与发病
机制、病理改变与临床表现、诊断方法与治疗措施的科学。内科学的知识来源于医疗实
践，通过医学家一代一代的实践、总结，推动内科学不断向前发展。近代由于基础医学理
论研究的飞速发展，从整体器官水平到细胞、分子水平，内科学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更新与
补充，进而成为一门涉及面广，理论性、实践性、整体性很强的学科。掌握内科学的临床思
维方法和诊疗原则，是其他临床学科的基础。

一、内科学的内容和学习方法

内科学的范围很广，随着医学的发展，各专业学科的形成，传染病、神经病、精神病、职
业病等已脱离内科学成为独立的学科。为了适应医学高等专科层次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书仍包括神经与精神系统疾病。

本书作者大部分是长期从事内科本、专科层次教学的专家、学者，对于呼吸、循环、消
化、泌尿、血液、神经、精神等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做了详尽描述，同时吸收国内外
最新的研究进展，使本书既侧重于临床应用能力的培养，又具有严谨的学术价值，是专科
学生必备的教学用书。

内科学在临床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临床各学科的基础。学习内科学的目的是为了
保障人民健康，为发展我国医学科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医生的服务对象是病人，在学习中首先要树立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思想，全心全意为
病人服务，要培养高尚的医疗道德和责任感，同时要掌握必要的心理学知识，充分了解患
者的心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同情心进行医疗实践;其次，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基础
理论与临床知识的有机结合，融会贯通，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方法，因为医学是一门实践
性很强的科学，经过不断的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提高自己的医学水平，达到在毕业
时能独立诊断治疗常见病的目的。

二、内科学进展

现代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由于生理学、生物化学、遗传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医用
物理学、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飞速发展，内科学中许多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进一步明确，
诊断技术、治疗水平显著提高，从而推动了内科学的整体发展。如高效液相色谱、聚合酶
链反应( PCR)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分子遗传学分析、单克隆抗体的制备等均已在临床实
验室中应用，提高了诊断疾病的水平;临床生化分析向超微量、高效能、高速度和自动化方
向发展，多道生化分析仪已在许多基层医院应用; 心脏、血压、脑、肺等电子监护系统的应
用，提高了危重患者的救治成功率;内镜的广泛应用可对腔道疾病直视、电视、照相、活检
或检查致病微生物，并通过内镜进行电切、激光、微波等治疗，使消化、心血管、呼吸、泌尿
等疾病的诊断、治疗上了一个台阶; 影像学的进展如高精度螺旋电子计算机 X 射线体层
扫描( CT) 、磁共振体层扫描( MRI) 、数字减影心血管造影、放射性核素检查技术( 单光子
计算机体层扫描) 的应用，使内科疾病诊断技术水平更进一步提高; 多普勒超声彩色血流
显像为心血管、肝、肾等疾病提供了有用的无创检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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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疾病发病机制的不断阐明，临床上新的有效药物层出不穷，从而使内科疾病的治
疗效果不断改进。如第四代头孢菌素、新型降压药物、新型溶栓剂等，为治疗感染性疾病
及心血管系统疾病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手段; 基因重组技术生产的药物如 EPO、rTPA、G-
CSF及 IFN等广泛应用于临床; 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抗幽门螺杆菌治疗、免疫性疾病的
免疫治疗，均有显著进步;化疗或化疗加骨髓移植显著提高了白血病的疗效;血液净化技
术的应用，使急慢性肾功能衰竭、急性中毒及超容量负荷状态预后大为改观;器官移植的
普遍开展，使一些脏器功能衰竭的患者寿命延长;介入治疗如经皮冠状血管成形术、经皮
穿刺瓣膜成形术、抗心动过缓起搏治疗、经导管射频消融术治疗心动过速为心血管疾病的
治疗带来了新的变革;肿瘤的介入性治疗( 栓塞、抗癌药) 已取得初步经验;分子生物学技
术的发展如缺失基因的补充、反义寡核苷酸技术、抑制癌基因、增强抑癌基因等研究，为内
科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近年来，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疾病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医药学是我国珍贵的医学
宝库，在防治各种疾病中有独特的作用。随着基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各种医学科研手
段的进步，设备的更新，尤其是广大医务人员，在临床科研与实践中，不断继承、研究、应
用、发掘中医药学，促进中西医结合，使中医药学在内科疾病的诊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根据国内外大量文献报道，许多内科疾病，尤其是内科顽症，中西医结合比单纯西医
或中医治疗疗效要好。有些慢性疾病如肝纤维化、心脑血管缺血性疾病，中医药更显示了
独特的优点，甚至包括病因未完全明确、尚无有效治疗方法的一些新发传染病，如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 SARS) ，中西医结合也显示出巨大的威力。

中医药在我国分布面广、群众基础好、应用广泛，是我国独有的医学特色，“中西医并
重，促进中西医结合”是我国一贯的国策，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发展，实现中医
药现代化是我国医务人员在 21 世纪的历史使命之一，集中西方医学精华为一体，扩大中
医药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将为防治疾病提供更有效的手段。

三、内科学的研究方向

随着医学模式由“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内科学
的任务就更加繁重而复杂，也为内科学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 1) 紧密地结合现代生物学的进展和成就，对内科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与诊断治疗
进行深入研究。如:①在基因水平探索单基因病的早期诊断及有效治疗，研究多基因病的
病因与发病机制，恶性肿瘤及内科系统疾病的基因治疗等;②从细胞分子生物学水平，研
究组织的内分泌激素在局部与全身的作用，及其对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影响;③更深入研究
疾病的免疫发病机制与免疫治疗的地位等受体学说与疾病的关系。

( 2) 积极开展内科疾病的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从而了解我国发病率与死亡率疾病谱
的变化，明确防治疾病重点。针对新发传染病仍在不断出现，并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
情况，应完善公共卫生防疫监测体系，进行重点监测和控制，研究其发病规律、干预措施和
有效治疗手段，降低发病率与死亡率，真正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

( 3) 认识精神科学的进展与成果，合理用于内科慢性疾病的治疗，如对有心理障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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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或心身疾病者开展心理咨询，以提高疗效。深入探索“精神”对躯体疾病的影响，如
“抗癌明星”为什么比一般肿瘤病人预后好，寿命长，“精神治疗”究竟在哪个环节起作用，
对机体能引起哪些生理或病理变化。

( 4) 重视社会因素对机体与疾病的有害影响，并探讨有效对策。在一定的社会制度
下，经济、人口、文化、教育对于人们的健康和疾病的影响都是很密切的，但最直接的影响
是环境和行为两种社会因素。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有些公害日益突出，如大气与水的污
染、紫外线辐射的增强、化学毒物的增加、噪声的加剧等环境因素，以及吸烟、酗酒和不良
的饮食习惯等各种行为因素都已导致了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病、糖尿病以及某些肿
瘤发病率的增加，这些需要我们加以重视研究，制定有效对策。

( 王 静 孙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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