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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检查在急性肺栓塞诊断中的价值

梁梁    霞霞  白志鹏白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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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摘		要】：目的：探究急性肺栓塞诊断中采取超声检查的价值。方法：方法：此次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为本院在2020年1月-2023年
1月期间收治的100例急性肺栓塞患者。对患者采取超声检查，分别在发病前、发病时及治疗后进行心脏超声及下肢深静脉超声诊

断。对不同时间段的超声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结果：100例患者发病时经超声心动图诊断后均表达异常，其检出率为100.00%。

发病时的各项超声心动图指标与发病前比较差异明显，有统计学含义（P＜0.05）。治疗后与发病前比较差异较小，无法符合统计学

含义（P＞0.05）。发病时下静脉超声诊断后可见有78例患者存在下肢静脉血栓，占比为78.00%。其中股静脉18例，占比为23.08%、

腘静脉占比为17.95%、腓静脉占比为17.95%、胫前静脉占比为12.82%、胫后静脉占比为12.82%、目鱼肌静脉占比为14.10%。结论：结论：

急性肺栓塞诊断中采取超声检查具有凸显的应用价值，可对患者的病情及治疗效果予以较好的评价，该方法可积极推广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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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Ultrason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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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ultrasonography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Methods: The 
subjects of this study were 100 patients with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3. The patients were examined by ultrasound, and were diagnosed by cardiac ultrasound and deep vein ultrasound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ultrasonic diagnosis results of different time period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abnormal expression was found in 100 patients after the diagnosis of echocardiography, and the detection rate was 100.00%.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arious echocardiographic indexes at the onset of the disease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he onset 
of the disease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mall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he onset, which could not meet th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At the time of onset, 78 patients (78.00%) had venous thrombosis of lower limbs after ultrasound 
diagnosis of lower veins. Among them, there were 18 cases of femoral vein, accounting for 23.08%, popliteal vein 17.95%, peroneal 
vein 17.95%, anterior tibial vein 12.82%, posterior tibial vein 12.82% and soleus muscle vein 14.10%. Conclusion: Ultrasound 
examination has prominent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which can better evaluate the patient’s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effect, and this method can be actively promoted in clinical practice.
Keywords: Ultrasound examination;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Treatment; Value

肺栓塞为临床上的多发疾病，因其起病隐匿，临床症

状不够典型，而常造成漏诊和误诊。患者多位老年人，其

体机体抵抗力较弱，大多合并单发或多发心血管疾病，加

之患者体血液黏稠度大、流速慢，其急性肺栓塞的发生率

较高 [1]。急性肺栓塞起病急骤，如不及时进行有效的治疗，

患者可产生死亡，其死亡率接近肿瘤及心肌梗死的死亡率，

已成为老年人身心健康威胁的常见疾病。从而对患者进行

早期诊断是防治急性肺栓塞及提升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前

提。为此，此次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为本院在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急性肺栓塞患者。探究

急性肺栓塞诊断中采取超声检查的价值。结果详见下文。

1 1 资料与方法资料与方法

1.1 1.1 基础资料基础资料

此次研究所选取的研究对象为本院在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急性肺栓塞患者。上述患者

基础资料无缺失，经向其表明本次研究意义后可积极参与

其中。排除伴有器官功能性障碍疾病者，精神疾病者，以

及因其它因素无法符合本次研究者。上述患者中男、女性

别为 58例，42例，年龄 53-78岁，均值范围（65.43±2.54）岁。

1.21.2 方法方法

100 例患者都采取多普勒超声诊断仪予以诊断 , 分别于

发病前、发病时及治疗后进行诊断。探头频率控制在 2 到

4 兆赫 , 线阵探头频率控制在 8 到 12 兆赫。协助患者调整

为左侧卧位或者平卧位，分别对其进行心脏超声及下肢深

静脉超声诊断。对患者的血压、血浆 D- 二聚体及血氧饱和

度情况予以检查。

1.31.3 指标观察指标观察

1.3.1 超声心动图结果

观察患者发病前、发病时及治疗后的超声心动图结果。

指标包含下腔静脉（IVC）、平均动脉压（MAP）、三尖

瓣反流速度（TRV）、右心室舒张末期内径（SPAP）、室

间隔厚度（RAESD）、右心室收缩末期内径（RVEDD）。

1.3.2 下肢静脉超声诊断结果

观察患者下肢静脉超声诊断结果。主要为下肢静脉血

栓发生情况（股静脉、腘静脉、腓静脉、胫前静脉、胫后

静脉及目鱼肌静脉）。

1.41.4 统计学方法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到的数据均采用 SPSS23.0 软件进行处理。

（ sx ± ）用于表示计量资料，用 t 检验；（%）用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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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资料，用（x2）检验。当所计算出的 P ＜ 0.05 时则提

示进行对比的对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2 2 结果结果

2.12.1 患者不同时间段超声心动图结果分析患者不同时间段超声心动图结果分析

100 例患者发病时经超声心动图诊断后均表达异常，

其检出率为 100.00%。表 1 可见，发病时的各项超声心动

图指标与发病前比较差异明显，有统计学含义（P ＜ 0.05）。

治疗后与发病前比较差异较小，无法符合统计学含义（P
＞ 0.05）。

表 1 患者不同时间段超声心动图结果分析（ sx ± ）

时
间
段

例
数

IVC
（mm）

MAP
（min）

TRV
（m/s）

SPAP
（mmHg）

RAESD
（mm）

RVEDD
（mm）

发
病
前

100 16.32
±2.34

23.24
±2.32

2.76
±0.56

41.24
±5.43

37.65
±3.42

36.54
±3.21

发
病
时

100 24.56
±2.78a

29.65
±2.36a

4.35
±1.24a

72.35
±6.54a

45.43
±3.21a

42.32
±4.54a

治
疗
后

100 16.43
±2.65b

23.46
±3.21b

2.67
±0.57b

41.56
±4.36b

37.68
±3.21b

36.68
±5.43b

注：与发病前比较，aP ＜ 0.05，有统计学含义。与发

病前比较，bP ＜ 0.05，无统计学含义。

2.22.2 患者发病时下静脉超声诊断结果分析患者发病时下静脉超声诊断结果分析

发病时下静脉超声诊断后可见有 78 例患者存在下肢

静脉血栓，占比为 78.00%。其中股静脉 18 例，占比为

23.08%、腘静脉 14 例，占比为 17.95%、腓静脉 14 例，

占比为 17.95%、胫前静脉 10 例，占比为 12.82%、胫后

静脉 10 例，占比为 12.82%、目鱼肌静脉 11 例，占比为

14.10%。

3 3 讨论讨论

肺栓塞是指以各种栓子堵塞肺动脉系统为病因的临床

综合征，其中肺血栓栓塞症占据肺栓塞较大比例，即俗称

肺栓塞症。该病是国外最常见的致死性急症之一，约 70%
的致死性病例漏诊，仅 7% 的患者获得了及时、有效的诊

治 [2]。因肺栓塞起病过程隐匿、症状也无特异性，故临床

漏诊、误诊比较严重。肺栓塞是一种多因素共同参与的多

发病，其具有较高的死亡率，此病危险因素可见深静脉血栓、

外科手术、创伤、肿瘤以及长期卧床等，为此针对危险因

素发生的患者，临床医师应加强鉴别深静脉血栓与肺栓塞

之间的认识，及时对疑诊患者进行确诊至关重要的。

超声心动图可直观显示右心房、右心室及肺动脉干中

栓子情况，肺栓塞症可由直接征象诊断，但临床直接征象

较少。间接征象常见 RAESD,RVEDD 增加，MPA 和 IVC
增宽，室间隔运动异常以及左心室短轴表现 “D”型变化等，

对急性肺栓塞的诊治提供了重要诊断依据。此外，按照三

尖瓣反流，且按照简化伯努利方程，采取TRV估计SPAP值，

急性肺动脉栓塞时 SPAP 值可见显著提高。本次研究结果

显示，发病时的各项超声心动图指标与发病前比较差异明

显，有统计学含义（P ＜ 0.05）。治疗后与发病前比较差

异较小，无法符合统计学含义（P ＞ 0.05）。说明患者发

病后超声心动图诊断结果有明显提高，经治疗后可促使相

关指标恢复正常范围。可见以上超声指标可作为急性肺栓

塞诊疗的有效量化诊断依据 [3]。

从血流动力学规律角度来看，栓子进入肺动脉一般来

自上下腔静脉，通过体循环最后经右心房及右心室最后进

入肺动脉。相关研究指出，约 80% 肺栓塞栓子起源于下

肢深静脉血栓。因外科手术创伤使静脉壁受损，长期卧床

患者下肢静脉血流迟缓，也有部分血液呈高凝状态，例如

老年患者及肿瘤患者可诱发下肢静脉淤血及血栓形成 [4]。

此外，还有些患者本身血液黏稠度升高，在血流过程中也

使得血小板粘附在静脉壁，诱发肌间静脉血栓，若血栓脱

落，随着血流从右心进入肺动脉而发生肺栓塞。采取超声

诊断对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具有无创性，可进行重复检查
[5]。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发病时下静脉超声诊断后可见有

78 例患者存在下肢静脉血栓，占比为 78.00%。其中股静

脉 18 例，占比为 23.08%、腘静脉占比为 17.95%、腓静脉

占比为 17.95%、胫前静脉占比为 12.82%、胫后静脉占比为

12.82%、目鱼肌静脉占比为 14.10%。说明若能早期检测下

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并加以干预，则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

或减少肺栓塞 [6]。如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患者突发胸闷、

胸痛、心悸和呼吸困难，应考虑有无并发肺栓塞的可能。

从而及时诊断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对予肺血栓栓塞症

的预防及诊疗有着积极的作用 [7]。笔者分析认为，超声心

动图与下肢深静脉超声具有诊断快速，操作方便，且无创

可重复性高等特点，有利于对患者进行急诊与重症监护，

再加上可在床边实施检查，因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因此

超声诊断急性肺栓塞症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辅助检查方法，

将其和其他各种检查方法联合应用，对肺栓塞的早期预防、

早期诊断以及早期治疗和效果评价起到重要的价值 [8-10]。

综上所述，急性肺栓塞诊断中采取超声检查具有凸显

的应用价值，可对患者的病情及治疗效果予以较好的评价，

该方法可积极推广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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