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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意义

郑琦 
贵州省正安县中医院 贵州 正安  563400

【摘要】目的：分析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价值。方法：将本医院 2017年 7月—2019年 7月
收治的疑似下肢深静脉血栓血栓患者 47例，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抽签的方式对两组患者进行分组，实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患者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进行诊断，对照组患者利用 X线进性诊断，对两组患者的诊断情况进行对比。结果：
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检出率更高，超过了 90%，两组差异明显统计学存在意义。结论：与 X
线诊断相比，彩色多普勒超声的诊断准确率更高，灵敏性更强，可在临床诊断中进行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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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下肢深静脉血栓是一种常见的

血管疾病，患病后患者的血流速度换变慢，处于高凝的

状态，并逐步地形成血栓，随着患病时间的不断加长，

血栓会出现脱落，甚至会出现肺血栓等症状，治疗不及

时会促使患者下肢无法正常运动，影响患者的正常运动，

甚至会导致患者死亡。本文主要研究彩色多普勒超声诊

断下肢深静脉血的效果，具体情况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本医院 2017 年 7 月—2019 年 7 月收治的下肢深

静脉血栓血栓患者 47 例，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抽签的

方式对两组患者进行分组，实验组和对照组。

47 例患者中，有男性患者 25 例，女性患者 22 例，

患者的平均年龄（63.1±4.32）岁，其中具有手术史的

患者有 25 例，具有妊娠史的有 10 例，卧床生活不能自

理的有 12 例。所有患者都表现出下肢明显疼痛、肿胀

且行走后疼痛加剧。患者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研

究前均取得了患者以及家属的同意。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利用 X 线进行检查，患者需要处于侧

卧或者坐位，进行 X 扫描。实验组患者利用彩色多普勒

超声进行诊断，将多普勒诊断仪的探头频率设置为 7.5-

12.0MHz，患者需要处于仰卧位，对髂股静脉进行检查，

然后调整患者的体位，变为俯卧位，对胫后以及腘后的

静脉进行检查。扫描完成后会形成二维图像，以此为依

据对患者的血栓情况进行观察，包括血栓的位置、大小

等，以此来判断患者血栓的程度。此外，在实际的诊断

过程中，医护人员需要密切对患者的血流充盈情况进行

观察 [1]。

静脉造影检查，本次研究将复方泛影葡胺作为对比

剂，使用前需测试患者是否过敏，患者也需要处于仰卧

位，注射对比剂，在检查的过程中需不断地调整患者的

体位，对背部、小腿、膝部等静脉血管进行检查。

1.3 对比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检出率进行检查，以静脉造影诊断的

较高作为对比标准。

1.4 统计学分析

在此次研究期间，所涉及的所有数据均需要录入到

SPSS20.0 软件中进行分析和处理。% 表示计数资料，采

取 χ2 检验，对比分析上述所有数据之后，若是最终结

果显示 P ＜ 0.05，则表示研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表 1 的数据表明，行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的实验组

患者检出率为 96%，对照组患者检出率为 63.6%，组件

检验 P ＜ 0.05，存在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患者诊出率对比（n，%）

分组 例数 髂股血栓 小腿肌肉血栓 整个肢体血栓 检出率（%）

实验组 25 10 10 4 96

对照组 22 5 5 4 63.6

χ2 7.917

P 0.004

3 讨论
临床治疗数据表明，现阶段我国下肢深静脉血栓患

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诱发此病的原因与长期坐卧有关，

长期坐卧会促使肌肉脉泵的功能降低，促使静脉血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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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出现血瘀的情况，部分患者的血管内皮会出现损伤，

逐步的形成血栓。下肢深静脉血栓如果治疗不及时，病

情会不断地发展，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对下肢深

静脉血栓进行准确的诊断，实施有效的治疗措施是非常

重要的。本文研究认为，与 X 线诊断相比，彩色多普勒

超声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准确率更高。

现今，我国医疗水平得到了不断地提升，超声技术

的应用也越发的普遍，高频探头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

的进展。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技术也被广泛应用于下肢

深静脉血栓的诊断。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将 47 例疑

似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作为研究的对象，将患者分为了

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患者利用彩色多普勒超

声进行诊断，对照组患者实施 X 线进行诊断。实验结果

表明，实验组检查结果分别为髂股血栓 10 例，小腿肌

肉血栓 10 例，整个肢体血栓 4 例，检出率高达 96%。

对照组检查结果分别为髂股血栓 5 例，小腿肌肉血栓 5 例，

整个肢体血栓 4 例，检出率为 63.6%，组间检验 P ＜ 0.05

统计学存在意义 [2]。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明显优于 X 线诊断，经过分

析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操作较为简单，且不会对患者

造成创伤，患者配合度较高，在对患者进行诊断的过程

中，没有辐射，不会对患者的身体造成影响，诊断率得

到显著的提高。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彩色多普勒超

声诊断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果患者的下肢水肿较为严重，

会对高频探头的穿透力造成影响，导致关节以下的深静

脉血栓常无法被诊断出。因此医护人员在使用彩色多普

勒超声诊断时，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不断地高频探头的

频率进行调整，保证诊断结果 [3]。

总而言之，本文研究再次表明，对下肢深静脉血

栓患者行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有较高的诊断率，且敏感

性较高，具有临床诊断的价值。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

医护人员还需科学的对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器进行操

作，保证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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