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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多普勒超声在诊断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的临床应用价
值分析 

李靖华 

(湖北省天门市中医医院功能科  湖北天门  431700) 

摘要：目的：探究分析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进行诊断的效果，分析其临床可应用价值。方法：将 2022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作

为研究时段，调选该时段内我院 11 名入院后确诊存在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在入院后，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分

析彩色多普勒超声，对于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的检出情况，并分析患者的声像图表现。结果：在本次研究结果中，11 名患者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进

行检测，共确诊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 11 例，确诊率为 100%，。所有患者经或复查后证实。经超声检查，在患者静脉管腔内，可观测到实性欠均匀回

声，并且在急性期呈现弱回声或低回声，而在亚急性期则伴随存在不规则中等以及不均匀回声通过探头轻轻下压，则血栓处管腔无法压瘪。在彩色

多普勒超声结果中，显示患者的静脉管腔血流充盈缺损，或者不表现彩色血流信号，而患者吸气时血流信号未见减弱情况。结论：在进行糖尿病下

肢血管病变诊断时，选择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能够有助于帮助临床医生明确患者的病情，对于患者后续治疗工作的开展以及患者的糖尿病下肢血

管病变控制来说，有良好的效果，值得进行进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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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老龄化进程的加速，糖尿病的发

病率呈现出逐渐升高的趋势，并且糖尿病容易并发多种急、慢性并发症。

对于糖尿病的治疗，除了药物等基本手段外，健康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例如血栓后综合征以及急性肺栓塞等导致患者的日常生活受

到影响。在近年来的临床研究中认为早期诊断以及早期治疗对于患者的

病情恢复来说极为重要。在近年来的临床研究中发现，静脉血栓往往发

生于患者的下肢部位。在近年来的临床研究中认为早期诊断以及早期治

疗对于患者的病情恢复来说极为重要。在近年来的临床研究中发现，静

脉血栓往往发生于患者的下肢部位。下肢出现的深静脉血栓事件发生率

相较于上肢来说，高出 10 倍以上[1]。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所指的是临床

上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效果不佳，由于周围神经病变和外周血管疾病

合并，产生较高的机械压力，进而引发患者出现骨关节系统以及足部软

组织畸形破坏的症状，进而导致患者下肢远端血管异常以及不同程度的

周围血管病变相关的逐步生成组织破坏以及溃疡等症状。糖尿病下肢血

管病变在临床上受到高度重视，而这一项疾病是由于糖尿病血管病变以

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所导致的，目前临床上这一疾病的发病率大约占

所有糖尿病患者的 4%~10%左右，需要相关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引起高

度关注。在患者发病后，患者的临床症状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下肢损伤，

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足部皮肤干燥以及足部坏疽等症状，严重时还有可

能导致患者出现足骨髓炎，大大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2]。在近年

来的临床研究中发现，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疾病的发病率大约为

9%~50%多数，患者在发生深静脉血栓后患者的生命安全则会受到一定

的影响，肺动脉栓塞与肺源性心脏病是临床上的常见并发症类型，这种

并发症是由于患者的人体血液无法正常凝集，进而引发患者出现静脉腔

阻塞，影响患者的正常静脉回流，对于患者的肢体功能和生命安全都会

产生极大的影响[3]。近年来临床研究人员认为选择合适的方式对患者进

行有效的综合诊断是保障患者康复的关键，也是提高患者治疗效果的重

要方式。在近年来的临床研究中发现，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疾病的发病

率大约为 9%~50%多数，患者在发生深静脉血栓后患者的生命安全则会

受到一定的影响，肺动脉栓塞与肺源性心脏病是临床上的常见并发症类

型，这种并发症是由于患者的人体血液无法正常凝集，进而引发患者出

现静脉腔阻塞，影响患者的正常静脉回流，对于患者的肢体功能和生命

安全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3]。近年来临床研究人员认为选择合适的方式

对患者进行有效的综合诊断是保障患者康复的关键，也是提高患者治疗

效果的重要方式。本次研究探究分析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应用彩色多普

勒超声进行诊断的效果，分析其临床可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 2022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作为研究时段，调选该时段内我院 11

名入院后确诊存在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

在入院后，进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在本次研究中 11 名患者共计男

性 5 名和女性 6 名。患者年龄区间值为 45-75 岁，患者年龄均值为 56.2

±6.5 岁。本次研究中排除存在充血性心力衰竭以及急性肿瘤患者，同

时排除患有严重脏器疾病患者。患者一般资料经统计分析，确认个体状

况良好，可按要求接受后续检验工作，患者一般资料可比性良好，不存

在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本次研究中所使用的仪器为 PHILIPS  EPIQ5 超声诊断仪，将探头

频率设置为 3~9MHz；在针对患者的病情进行诊断时，需要求患者保持

仰卧位，并保障下肢伸展过程中，需要由腹股沟开始由远及近进行扫查。

扫查顺序为股总静脉、股浅静脉、股深静脉以及患者腓静脉、小腿肌间

静脉。在针对患者进行检查时，首先应用二维超声对患者血管壁状况进

行确诊，确定腔内是否存在异常回声，最后再应用彩色多普勒进行血流

显相，并针对脉冲多普勒和血流与频谱进行观察。 

1.3 评价标准 

在诊断完成后，确认患者的诊断结果，并按要求进行患者的回声特

征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在进行患者的病情统计时选择软件 spss 21.00 for windows，根据本

次实验需求选择 X2、T 检验法对其数据进行评估，将结果 P 值与 0.05

进行对比，评估最终结果是否具有可参考性。 

2 结果 

在本次研究结果中，11 名患者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进行检测，共

确诊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 11 例，确诊率为 100%，其中深静脉血栓 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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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经医学研究诊断或复查后证实。在患者静脉管腔内，彩色多普

勒超声可观测到实性欠均匀回声，并且在急性期呈现弱回声或低回声，

而在亚急性期则伴随存在不规则中等以及不均匀回声通过探头轻轻下

压，则血栓处管腔无法压瘪。在彩色多普勒超声结果中，显示患者的静

脉管腔血流充盈缺损，或者不表现彩色血流信号，而患者吸气时血流信

号未见减弱情况。 

3 讨论 

糖尿病足在目前临床上属于糖尿病的一种常见并发症，随疾病的临

床发生率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目前我国的糖尿病足患者占所有糖尿病

患者的 4%~10%左右，而糖尿病足溃疡患者的病死率则可达到 10%。糖

尿病足主要在发病后表现为足部溃疡和足部感染的症状，部分患者可能

会出现深层组织坏死的情况，这种疾病起病较为急促并且预后恢复较

差，在对患者进行病情处理时需要针对个体的状况进行有效的护理干

预，使患者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糖尿病足所指的是临床上糖尿病患

者，血糖控制效果不佳，由于周围神经病变和外周血管疾病合并，产生

较高的机械压力，进而引发患者出现骨关节系统以及足部软组织畸形破

坏的症状，进而导致患者下肢远端血管异常以及不同程度的周围血管病

变相关的逐步生成组织破坏以及溃疡等症状。糖尿病足在临床上受到高

度重视，而这一项疾病是由于糖尿病血管病变以及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

所导致的，目前临床上这一疾病的发病率大约占所有糖尿病患者的

4%~10%左右，需要相关研究人员和临床引起高度关注。在患者发病后，

患者的临床症状不仅仅表现为单纯的足部损伤，部分患者可能会出现足

部皮肤干燥以及足部坏疽等症状，严重时还有可能导致患者出现足骨髓

炎，大大降低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4]，这种疾病一般发生于患者的下

肢静脉，而当患者出现静脉血栓脱落的症状时，患者就有可能出现肺动

脉栓塞的情况。早诊断并及早进行治疗，是保障患者康复的关键。对于

明确患者的疾病来说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并且开展有效的检测，能够有

助于降低患者肺栓塞出现的风险，使患者的治疗效果得到提升。糖尿病

下肢血管病变在近年来呈现发病率不断增长的趋势容易导致患者肢体

出现静脉血流回流受阻，十分容易对患者的患侧肢体造成影响，并且诱

发严重的并发症，对于这种疾病进行及早诊断，并且及早治疗是保障患

者康复的关键[5]。 

无创性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在应用过程中具有符合率较高、无创和

快捷简便的优势，在针对患者进行临床诊断时，能够通过重复多次的检

查和动态的观测，确定患者的病情状况，还能够帮助医生判断患者的预

后恢复状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接受。在针对患者进行诊断时，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可根据患者的管腔内局部回声强弱、以及是否规

则判断患者的血管管腔内斑块大小和部位，针对管腔直径和血流量进行

测量，对于早期发现患者的疾病和开展后续治疗来说，有十分积极的作

用。超声医师在对患者进行检查时，能够根据超声检查结果判断患者的

下肢血管是否发生病变，并且帮助临床医生确定患者的病变程度，并根

据这一指标制定对应的治疗方案，进而减少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彩色多

普勒超声应用于患者的诊断中[6]，这种诊断方式不仅能够有助于提高患

者的诊断质量，同时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这种检测方式存在着诸多优

势，例如无禁忌症、无创等。并且对患者的要求较低，操作极为简单，

能够有助于明确患者的血栓范围以及特点，使患者后续治疗工作能够更

为顺利的开展，同时采用加压实验进行辅助检查，则能够及时对患者的

血流部位进行观察并及时发现病灶，对于患者后续治疗的开展来说极为

重要。深静脉造影虽然是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诊断的金标准，但这种检

测方式属于一种有创性的检查，并且无法进行重复性的操作，同时在检

验过程中患者有可能出现过敏反应的风险，对于患者的治疗来说，可能

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在进行深静脉血栓的临床诊断时，临床医生选择彩

色多普勒超声能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诊断结果。 

在进行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诊断时，选择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能

够有助于帮助临床医生明确患者的病情，对于患者后续治疗工作的开展

以及患者的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控制来说，有良好的效果，值得进行进

一步的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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