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尿病饮食治疗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糖尿病饮食治疗学》

13位ISBN编号：9787810609579

10位ISBN编号：7810609572

出版时间：2009-6

出版社：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页数：23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糖尿病饮食治疗学》

内容概要

《糖尿病饮食治疗学》内容简介：饮食治疗是糖尿病治疗的基础和有效措施，《糖尿病饮食治疗学》
通过介绍糖尿病及其慢性并发症的发病机制及流行病学，阐明了糖尿病及相关疾病饮食治疗的机制和
重要性，并详细介绍了糖尿病饮食疗法的原则及其应用、糖尿病慢性并发症的饮食治疗、特殊类型糖
尿病的饮食治疗、糖尿病特殊人群的饮食治疗、糖尿病并发其他疾病的饮食治疗等具体方法，内容新
颖、实用。希望《糖尿病饮食治疗学》能为内分泌专科和相关专业的医务工作人员制定和实施糖尿病
病人饮食治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指导。此外，《糖尿病饮食治疗学》对糖尿病病人也有一定参
考价值，能够帮助糖尿病人在医生指导下学会自行配制食谱，在控制疾病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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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自主神经病变 胃肠运动受中枢神经系统、自主神经和肠神经系统作用的影响，糖尿病主要
是内脏自主神经受损。病理研究发现，糖尿病人内脏神经轴突产生节段性脱髓鞘病变、神经节超微结
构示非特异性的树突肿胀、肾上腺素能和胆碱能神经存在结构上的微细变化。迷走神经切断术后，胃
运动紊乱与糖尿病胃轻瘫类似；临床研究也证实：糖尿病胃轻瘫与神经病变呈正相关，糖尿病无神经
病变病人胃液体排空时间与正常人无显著性差异，而糖尿病合并神经病变病人胃液体排空时间较正常
人和糖尿病无神经病变者显著延长，且胃排空障碍发生率显著提高。自主神经病变的原因，多数人认
为与高血糖有关，因为高血糖通过多元醇途径，使细胞内山梨醇增加、肌醇减少，神经组织蛋白糖基
化，轴突转运损伤，神经细胞发生变性。2．平滑肌变性 已经观察到糖尿病人平滑肌细胞存在变性，
平滑肌变薄或被胶原组织替代，出现胃肠运动减弱或胃排空延迟。平滑肌细胞变性的原因可能为糖尿
病性微血管病变造成局部缺血所致，而神经营养的减弱或丧失也会加快平滑肌病理改变。3．高血糖 
高血糖不但可以造成神经病变，而且可抑制消化道运动。研究已证实血糖水平≥15mmol／L，抑制消
化间期胃移行运动复合波（MMC）Ⅲ相的出现，高血糖者胃固体和液体排空延迟，而控制血糖后症
状可获得一定改善，这些证据说明了高血糖是糖尿病人胃动力异常的原因之一。4．胃肠激素失调 一
般认为糖尿病胃运动障碍与胃肠激素水平改变有关。胃肠激素作为肽能神经递质，通过迷走神经介导
，在中枢和外周水平上对胃运动和胃排空进行精细调节。胃肠激素调节失衡可导致胃动力异常。胰高
血糖素和抑胃肽可直接抑制胃的收缩；生长抑素主要由胃黏膜D细胞分泌，通过与平滑肌上的生长抑
素受体或抑制乙酰胆碱释放，或作为肠神经系统神经递质参与胃肠下行抑制性运动反射从而对胃肠运
动有广泛的抑制作用；血管活性肠肽是肠神经系统的抑制性递质，是近端胃容受性舒张的必须的生理
调节素，对胃体部的节段性收缩及自发性或由乙酰胆碱诱发的幽门收缩均有抑制作用，故可抑制胃排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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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糖尿病饮食治疗学》：2006年度上海科技专著出版资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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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非常实用，看起来像是大众读物，但是知识全面专业，好评！推荐
2、书的质量还好，集体还没有细看
3、公司内部参考用书，很实用
4、超级棒的书哦！真的！内容丰富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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