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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树：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神经
科主任、主任医师，广西医学会神经病
学分会委员，广西中西医结合神经科专
业委员会常委，南宁市第七批科技拔尖
人才，广西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广
西卫生系统二等功获得者。

温德树主任在国内首创了将神经内
外科整合成一个临床科参与卒中单元工

作的模式，将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介入、神经监护、
神经康复、神经护理及健康宣教等多学科一起组成一个综合
的管理团队，贯彻“精湛技术、低廉收费、优质服务”的理
念，着眼于开拓医疗市场，致力于打造医院品牌，持续开展
人性化服务，为患者提供包括生活、生理、心理、安全、精
神等各个方面的服务，使患者及其亲属在整个治疗过程和康
复的实施、语言训练、心理健康指导等过程中都能感受到温
暖和关怀，很大程度上和谐了医患关系，缓解了医患矛盾，
提升了科室和医院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温德树主任通过开展“卒中单元的建立、实施和效果
研究”科研项目，主办广西继续教育项目“卒中单元的建
立、实施和效果培训班”，促进了卒中单元在广西区内推
广。其主持及参与了“南宁市卒中平台建设”等八项科研
课题研究，目前已获得南宁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广
西医药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奖三等奖等奖项，发表论著20多
篇。其领导的科室先后获得南宁市先进集体、广西壮族自
治区卫生厅先进集体、南宁市文明窗口示范单位、南宁市
医学特色专科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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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
是危害人类的主要疾病之一。然而，脑卒中又是可防可治
的。对脑卒中的预防除了医务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预防
知识外，还需要公众对脑卒中及其预防知识有所了解。对
脑卒中的治疗同样如此，不但要求医务人员具备良好的专
业诊疗技术，而且要求公众对脑卒中的症状、体征有一定
的识别能力。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公众对脑卒中
的危害认识不足，对脑卒中的预防知识缺乏，使得脑卒中
的发病率居高不下。又由于公众对脑卒中的识别能力差，
使得大多数脑卒中患者没有得到及时就诊，错过了最佳的
治疗时机。

多年来，温德树主任医师一直致力于脑卒中的防治工
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临床工作中深刻地体会到
提高公众的脑卒中知识对脑卒中预防与治疗的重要性，因
此，他在承担南宁市人民政府科技惠民工程、南宁市重大
科研课题——“南宁市卒中平台建设”时，将提高公众的
脑卒中知识作为卒中平台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此书的出
版将对普及脑卒中的知识，提高公众对脑卒中的预防和治
疗的认识发挥积极的作用。

莫雪安　　　

2014年4月10日　



莫雪安：医学博士，二级教授。
现任广西医科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所
长。历任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内 科 助 教 （ 医 师 ） 、 神 经 内 科 助 教
（医师）、讲师（主治医师）、副教
授 （ 副 主 任 医 师 ） 、 教 授 （ 主 任 医
师）、神经内科主任、神经精神病学
教研室主任、神经病学教研室主任，
中共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委员
会副书记、书记，广西医科大学护理

学院院长，广西医科大学附设护士学校校长。长期从事神
经病学医疗、教学、科研及行政管理工作。承担或参与了
10多项厅级、省级和国家级科研课题。在国内外发表科研
论文180余篇。获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获
省级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1项。主编或参编教材6部，参编
著作4部。在国内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知名度，任中华医
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第三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和第二
届、第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内科医师
分会西部神经病学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少数
民族地区神经病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免疫学会神
经免疫分会第一届、第二届委员会委员，白求恩医学专家
委员会神经病学专业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卒中组
织(World Stroke Organization)会员，广西医学会神经病学
分会第五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第六届、第七届委员会主
任委员，广西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受聘担任《中华神经
科杂志》《临床神经病学杂志》《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经
病学杂志》《中国脑血管病杂志》《中国卒中杂志》《中
国临床神经科学》《国际神经病学神经外科学杂志》《卒
中与神经疾病》《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医学文选》
《广西医学》《中国临床新医学》等专业期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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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脑卒中又称“脑中风”“脑血管意外”。据世界卫生
组织统计，全世界每6个人中就有1人可能罹患卒中，每6
秒钟就有1人死于卒中，每6秒钟就有1人因卒中而永久残
废。在我国，卒中每年发病率为150/100000，死亡率为
120/100000，卒中已成为居民第一位死亡原因，是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的第一杀手。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卒中高危人群数
量惊人，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卒中的问题将日益严重。为
此，世界卒中大会设定每年10月29日为“世界卒中日（World 
Stroke Day）”。2009年6月，卫生部正式启动“脑卒中筛查
与防治工程”，并在启动仪式上发布了《中国卒中宣言》，
旨在呼吁全社会重视卒中防控，积极推进脑卒中筛查与防治
工作。  

卒中是可防可治的，如果应用已有的知识，普及教育
公众，将会使更多的人免于卒中的危害。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更需要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选用在一级预防和二级预
防中有效的药物，遏制未经证实的、高花费的或错误的做
法。

作为一位医务工作者，特别是一位神经科医师，在30多
年的从医经历中，见证了太多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许多
患者及其亲属总是到了危急关头才意识到生命的重要、健康
的无价。许多人对脑卒中的防治一无所知，查房中总是不断
地重复解答患者及其亲属的各种疑问，这使我意识到向公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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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和普及脑卒中防治基本知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0多年来，我们在脑卒中的防治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

的探索，特别是整合多学科的专业人员建立了别具特色的
“卒中单元”，通过规范治疗、健康教育，积极进行一级
预防和二级预防，大大提高了脑卒中的疗效，降低了脑卒
中的死亡率、致残率和复发率，提高了公众对脑的重视和
对预防脑卒中的认识。

本书主要针对脑卒中防治的有关问题，普及脑健康
科学知识，着力让人们了解人类神奇的大脑功能，关爱大
脑，保护大脑；着力让人们了解脑卒中的严重危害，并引
起足够的重视；着力让人们了解脑卒中防治的基本知识，
了解发生了脑卒中后应该如何应对；着力让人们了解脑卒
中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并知道如何预防，主动预防；着力
让人们了解如何维护脑健康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本书是南宁市人民政府科技惠民工程、南宁市重大科
研课题——“南宁市卒中平台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编
者的最大心愿是通过广泛宣传，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高
防控意识，进行早期诊断与干预，改进治疗和康复现状，
达到降低脑卒中的发病率、死亡率、致残率、复发率之目
的，实现脑健康，为人类的“最强大脑”保驾护航，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健康保障。

著名教授莫雪安对此书的编写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精心
审改，并欣然为此书作序，特此诚意致谢!

本书存在不足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批
评指正。如果您通过阅读本书避免了生命悲剧及增加了有关
脑卒中的防治知识，那将是对我主编此书的最大安慰。

 温德树　　　
2014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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