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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直肌超声在重症病人营养状态评估的意义 
曹慧萍  储德海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陕西省安康市  725018) 

摘要:重症病人营养状态评估是在重症监护室（ICU）等特殊环境下对病人的营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重症病人营养不良是

常见且严重的问题，它不仅可以导致身体功能障碍和免疫功能下降，还会增加感染、低蛋白血症、器官功能衰竭和死亡等并发症的风险。

因此，准确评估重症病人的营养状况对于指导营养支持和改善预后至关重要。传统的重症病人营养评估方法主要依赖于体重、体重指数

（BMI）、日常摄入量、血液生化指标等指标。然而，这些指标存在局限性，如容积负荷、水肿、脂肪组织、生化指标受感染等因素的影响，

导致营养评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有所限制。股直肌超声技术的出现为重症病人营养状态评估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股直肌是身体最大的骨

骼肌群之一，其厚度与全身的肌肉量密切相关。股直肌超声成像技术可以非侵入性地测量股直肌厚度，从而间接反映身体肌肉量的变化。

相比传统测量方法，股直肌超声具有操作简便、无辐射、快速可重复等优势，以及对体液平衡和水肿少敏感等特点，使其在重症病人营养

状态评估中具备广泛应用的潜力｡基于此，本文将以河北省人民医院 18 年 7 月到 12 月收治的 75 例患者为例，探讨股直肌超声在重症病人

营养状态评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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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重症病人往往伴随着高度的代谢负荷和免疫功能的损害。营养

不良和肌肉萎缩是常见的情况，可能导致病人的体能下降、免疫功

能受损，增加感染和并发症的风险。通过营养评估，可以及时发现

和干预营养不良，维持良好的体能和免疫功能，提高病人的抵抗能

力和康复速度。然而，传统的营养评估方法往往受到一些限制，如

穿刺操作、用户体验不佳、测量精度受到干扰等。此外，传统的检

测手段往往不能提供快速和可重复的评估结果，无法及时指导临床

决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股直肌超声技术应运而生。该技术利用

超声波传感器对股直肌进行非侵入性的测量和图像采集。股直肌是

人体最大的骨骼肌群之一，其厚度和横断面积反映了人体肌肉的贮

备情况和整体营养状况。通过测量股直肌厚度和横断面积，可以定

量评估患者的肌肉状态，包括肌肉质量、肌肉萎缩和肌肉脂肪比例

等。它被广泛应用于重症监护、康复医学和营养评估等领域，为医

护人员提供了一个快速、准确和非侵入性的肌肉质量和营养状态评

估工具。同时，该技术的发展也正不断推动着肌肉营养支持策略的

革新和个体化营养干预的发展，有助于改善重症病人的生存和康复

情况。深入研究股直肌超声在重症病人营养状态评估中的意义对于

优化临床营养支持策略和提高重症病人预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 

1.传统营养评估方法的局限性 

重症病人的营养状态评估对于指导营养支持和改善预后至关

重要。合适的营养支持可以帮助病人维持正常的营养状况，促进康

复和提高生存率。同时，营养不良会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降、代谢

紊乱、蛋白质消耗、肌肉损失等一系列并发症，增加感染和器官功

能衰竭的风险。然而传统的营养评估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 

1.1 体重指标不准确 

传统方法通常使用体重或体重指数（BMI）作为评估重症病人

营养状态的指标。然而，在重症状态下，病人可能存在水肿、容积

负荷等情况，体重的测量并不能准确反映病人的蛋白质和脂肪储备

情况。因此，仅依靠体重指标来评估营养状态存在一定局限性。 

1.2 生化指标受干扰 

重症病人常常伴随炎症反应、感染等情况，这些因素会干扰常

用的生化指标（如血清白蛋白、淋巴细胞计数等）的解读。例如，

在炎症反应过程中，血清白蛋白的水平可能下降，但它并不能单纯

反映病人的营养状态，而更可能受到感染和炎症的影响。 

1.3 摄入量记录不准确 

传统方法通常依赖于记录病人的摄入量来评估获得的能量和

营养素。然而，重症病人由于疾病状态、医疗干预等原因，常常难

以准确记录和评估实际摄入的能量和营养素。这一点尤其在重症监

护室等特殊环境下更为明显。 

1.4 代谢特征的影响 

重症状态下，病人的代谢特征可能与一般人群存在差异。例如，

在应激状态下，病人的代谢需求会显著增加，传统的营养评估方法

往往无法准确体现病人的营养需求和状态变化。 

面对这些挑战，发展新的评估方法变得十分必要。股直肌超声

作为一种新兴的评估技术，具有一些优势能够弥补传统方法的不

足。它可以在非侵入性、无辐射的情况下快速测量股直肌厚度，与

全身肌肉量相关，能够有效反映重症病人的营养状况。因此，股直

肌超声被广泛应用于重症病人营养状态评估中，为营养支持和预后

改善提供科学依据。 

2.股直肌超声技术原理 

2.1 肌肉组织声学特性 

超声波在人体组织中传播时，与组织的声学特性有关。肌肉组

织相对于脂肪组织具有更高的声速和声阻抗。这意味着在超声波传

播中，肌肉组织与脂肪组织之间的分界面将产生明显的反射和回

波。 

2.2 图像获取与分析 

通过超声探头将超声波发送到股直肌区域，并接收反射回波。

接收到的回波信号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以生成股直肌的超声图

像。在图像中，股直肌与皮下脂肪组织之间的分界面呈现清晰的边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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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股直肌厚度测量 

在超声图像中，可以使用测量工具来准确测量股直肌厚度。通

常选择在股骨中点的位置进行测量，通过垂直测量线测量股直肌的

厚度。股直肌厚度的测量通常以毫米为单位。 

2.4 与营养状态的关联 

股直肌厚度与全身肌肉量紧密相关，而全身肌肉量是反映整体

营养状态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通过测量股直肌厚度，可以间接

评估病人的全身肌肉量和营养状况。较厚的股直肌厚度通常表示更

好的肌肉贮备和营养状态，而较薄的股直肌厚度可能表明营养不良

或肌肉消耗。 

股直肌超声技术的原理基于肌肉组织与脂肪组织的声学差异，

并通过超声波的发送和接收来获取股直肌的图像。通过测量股直肌

厚度，可以间接反映病人的全身肌肉量和营养状态，为营养支持和

预后改善提供了一种便捷、非侵入性的评估手段。 

3.股直肌超声在重症病人营养状态评估中的应用 

3.1 研究对象 

选择河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2018 年 7 月至 2018 年 12 月

收治的 75 例所成年病人, ､ ､记录其年龄 性别 入院诊断等相关信

息，本研究是前瞻性观察性研究,且入 ICU 时常规给病人行骨骼肌

超声检查, ｡无需签署知情同意书  

3.2 统计学处理 

､数 据 进 行 整 理 编 码 后 建 立 EXCEL ｡数 据 集 采 用

IBM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K-S 正态性检验

进行正态性评价,然后使用 t ､检验 Spearman 系数对数据进行分析

｡ P<0.05,具有统 ｡计学意义  

3.3 结果分析 

（1）一般临床资料 

研究期间入选患者,其中有 18 例患者因颅脑损伤或神经肌肉疾

､病 4 例患者因图像质量不佳而弃去,最终入组 53 ｡例 研究人群包

括男性 41 例,女性 12 例,平均年龄 67 岁,APACHEII 平均得分

19.40,95%CI(17.36-21.43) ｡分 基线资料见图 1｡  

 

图 1 性别与股直肌横截面积的关系 

（2）股直肌横截面积的变化 

尽 管 入 选 病 人 营 养 供 给 充 足 ,RF-CSA 第 4 天 下 降 了

4.70%,95%CI(4.23%-5.18%), 第 7 天 下 降 了

11.05%,95%CI(9.94%-12.16%),以 RF-CSA 为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显示无论男女入 ICU 后第 4 天及第 7 天股直肌面积较前均有

所下降, ｡且下降百分比与性别无关 见图 2,图 3｡  

 
图 2 病人的热量及蛋白供给情况 

 
图 3 病人入 ICU 第 4 ､天 第 7 天股直肌横截面积的变化趋势 

4.结论分析 

4.1 股直肌超声在重症病人营养状态评估中的优势与局限性 

（1）优势 

首先，相比于传统的营养评估方法，如测量体重、骨骼肌含量

的生物电阻抗法等，股直肌超声技术是非侵入性的评估方法。它不

需要穿刺或引起病人的不适，减少了医疗干扰和风险。其次，股直

肌超声技术的执行简单、操作快捷。仅需几分钟，即可完成一次营

养评估。这对于重症病人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可能处于危重状

态，无法承受较长时间的评估和检查。第三，股直肌超声技术具有

较好的可重复性。通过多次测量，可以获取准确且一致的结果，从

而更好地追踪和监测病人的营养状态变化。这有助于及时调整营养

支持方案，以满足病人的营养需求。最后，股直肌超声技术测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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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肌肉组织的厚度，能够直接反映肌肉贮备情况。肌肉是重要的代

谢器官，与免疫功能、组织修复等密切相关。因此，通过评估股直

肌厚度，可以更准确地评估病人的全身肌肉贮备和营养状态。 

（2）局限 

第一，股直肌超声技术仅测量股直肌的厚度，从而只能提供股

直肌区域的营养状态信息。它无法全面评估全身其他肌肉群的情

况，因此在评估全身营养状态时，还需要结合其他指标和方法。 

第二，股直肌超声技术的结果会受到操作者技术水平和经验的

影响。不同的操作者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测量误差，因此需要经过专

业培训和标准化操作以保证准确性和可靠性。 

第三，病人的年龄、性别、肥胖程度等因素会对股直肌厚度产

生影响，进而影响评估结果的解读。因此，在使用股直肌超声技术

时，需要考虑到个体差异，并结合其他指标和临床信息进行综合评

估。 

股直肌超声技术在重症病人营养状态评估中具有许多优势，包

括非侵入性、快速和便捷、可重复性好以及直接反映肌肉贮备。然

而，需要注意的是，它仍然存在局部性评估、技术操作依赖性和个

体差异性等局限性，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谨慎解读结果，并结合其

他评估指标来进行综合评估。 

4.2 未来研究方向和应用前景 

（1）高级图像分析算法的开发：目前，股直肌超声技术主要

依赖于人工操作和肌肉厚度的手动测量。未来的研究可以致力于发

展高级图像分析算法，通过自动化和计算机视觉技术，实现对股直

肌超声图像的自动分析和测量。这将提高准确性、可重复性和操作

的一致性。 

（2）与全身肌肉质量的关联研究：虽然股直肌超声技术可以

反映肌肉贮备情况，但它仅限于股直肌区域的评估。未来的研究可

以探索股直肌厚度与全身其他肌肉群的关联性，建立股直肌与全身

肌肉质量的可靠关联模型，进一步提高该技术对全身营养状态的评

估准确性。 

（3）与其他营养评估指标的结合应用：股直肌超声技术可以

作为营养评估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它并不能取代其他评估指标。未

来的研究可以将股直肌超声技术与其他指标（如体重、生物电阻抗

法、血液生化指标等）结合应用，形成综合的评估体系，提高病人

营养状态评估的综合性和准确性。 

（4）营养支持和预后改善效果的研究：股直肌超声技术可用

于评估重症病人的营养状态，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研究该技术在

营养支持和营养干预中的应用效果，评估提供定量化的营养支持方

案对股直肌厚度的影响，以及股直肌厚度改善与病人预后的关联。 

（5）应用于其他领域的拓展：虽然股直肌超声技术主要应用

于重症病人的营养评估，但未来可考虑将该技术拓展到其他领域，

如康复医学、老年人营养评估、肌肉代谢疾病等。在这些领域，股

直肌超声技术可能发挥重要作用，提供定量化的肌肉贮备和营养状

态评估。 

结语 

综上所述，股直肌超声技术在重症病人营养状态评估中具有重

要的意义。它不仅为重症病人提供了一种非侵入性、快速和可重复

的评估方法，还能直接反映肌肉贮备情况，为及时调整营养支持方

案、改善病人预后提供重要的信息和依据。然而，我们也必须意识

到股直肌超声技术在重症病人营养状态评估中存在一些局限性。它

仅限于局部评估，无法全面评估全身其他肌肉群的情况。并且结果

受到操作者技术水平和个体差异的影响。因此，在应用股直肌超声

技术时需要综合考虑其他评估指标和临床信息，进行综合评估。尽

管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未来的研究和发展将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股直肌超声技术，进一步改善病人的康复情况。此外，股直肌超声

技术的应用也可能扩展到其他领域，如康复医学、老年人营养评估

等，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准确的营养状态评估和干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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