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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超声对新生儿肺部疾病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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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超声对新生儿肺部疾病产生的诊断价值。  方法 此次研究共计纳入 64 例新生儿肺部疾病患者，收治时间为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10 月，采取掷硬币法进行分组，每组 32 例，A 组运用 X 线检查，B 组运用超声，将 CT 检查结果当做“金标准”，对比两组检验方

法检查结果。  结果 肺部超声检查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均高于肺部 X 线检查，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给予新生儿

肺部疾病超声具有明显的运用价值，能够提高敏感度、准确度以及特异度，操作方便快捷，具有较多的优势，值得大力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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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肺部疾病的诊断和鉴别主要运用 CT 检查以及 X 片

检查，其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以致于检查结果准确性以及敏感

度相对比较低，极易于发生误诊等情况，新生儿病情受到病情的影

响，通常会存在哭闹等情况，缺乏良好的配合度，所以无法配合摆

放合理体位[1]。在开展检查的过程中，针对一些潜在性、隐匿性病

变无法及时发现。新生儿肺部超声是疾病诊断的检查方法之一，具

有可靠性较高、便捷等一些特点，可以重复进行操作。在针对气胸

等一些疾病开展诊断的过程中，敏感度和准确度相对比较高，但是

在以往认知度等因素的影响下，以致于大多数人认为肺部超声是禁

区，所以需要积极探究肺部超声的临床应用价值。所以，此次重点

研究诊断新生儿肺部疾病运用超声产生的价值，详细内容为：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共计纳入 64 例新生儿肺部疾病患者，收治时间为

2021 年 4 月~2021 年 10 月，采取掷硬币法进行分组，每组 32 例，

A 组男性 17 例，女性 15 例，最长孕周 40 周，最短孕周 30 周，平

均孕周（36.20±2.30）周；B 组男性 16 例，女性 16 例，最长孕周

39 周，最短孕周 31 周，平均孕周（35.14±2.68）周。对比患者一

般资料，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A 组运用常规 X 线片检查方法对患者开展检查。 

B 组运用 mindray M9 便携式彩超仪，仪器频率设置为超过

10.0MHz 的高频线阵探头，患者采取仰卧位、侧卧位或者卧位，对

患者肺脏开展扫描，扫描的过程中，探头和肋骨垂直，将腋前线以

及腋后线当做界限，把肺脏划分为前、侧以及后三个区域，分别进

行扫描，防止遗漏。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检查方法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 

1.4 统计学分析 

录入 SPSS18.0 统软件中处理。 

2 结果 

肺部超声检查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均高于肺部 X 线检查，

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比较两组检查方法的敏感度、特异度和准确度[n(%)] 

组别 
例

数 
敏感度 特异度 准确度 

肺部超声检查 32 30（93.75） 29（90.63） 31（96.88） 

肺部 X 线检查 32 20（62.50） 20（62.50） 23（71.88） 

X2 / 9.143 7.053 7.585 

P / 0.002 0.008 0.006 

3 讨论 

多种原因诱发的肺部疾病是新生儿比较常见的疾病，并且也是

第一位住院原因和死亡原因，过去通常运用 X 线和 CT 开展检测，

但是胸部 X 片和 CT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胸部 CT 检测的过

程中，扫描射线会为新生儿带来较大的危害，会损伤新生儿的 DNA。

在研究不断深入的影响下，肺部超声在肺部疾病诊断中的价值逐渐

受到人们的关注以及认可。在国际肺脏超声联合会支持的基础上，

构建在循证医学基础上的肺脏疾病，超声诊断认可肺脏超声可以对

一些疾病开展准确诊断，并且在诊断气胸等一些疾病中，和传统 X

线片检查进行比较，超声诊断准确度以及敏感度相对更高[2]。超声

逐渐被广泛运用到临床上，且得到积极推广。一方面这种检测手段

在成人肺部检测中具有良好的价值，另一方面，在新生儿领域也存

在较高的价值，可以积极进行推广。 

通过此次研究发现，肺部超声在新生儿肺部疾病诊断中具有较

高的价值，可以为临床诊断和鉴别提供有力的参考资料。超声技术

可以降低射线暴露和其导致的损害，具有准确性较高、操作方便、

可以在床旁开展、能够按照患者的情况动态监测、在危重症患者中

更加适用等一些优点。例如超声，在 RDS 中一方面可以清晰显示

肺不张，另一方面可以直观反映出肺水肿的程度，乃至能够清晰观

察到是否出现胸腔积液症状。另外，超声检查还可以观察双侧病变

性质，并且可以针对同侧病变不同肺野情况开展观察，确保更加有

利于临床治疗。在开展 X 线检查的过程中，通常无法明确区分湿肺

和 RDS，这是由于 X 线片上两者全部展示出为白肺，若是不开展更

深一层的检查，那么极易于造成误诊，耽误最佳治疗时间，影响患

者生命健康以及生活质量[3]。肺部超声则可以明确区分湿肺和 RDS，

超声上湿肺主要出现肺水肿症状。RDS 主要出现肺实质伴支气管充

气征，所以如果发现肺实质，那么可以排除 RDS。并且，通过观察

超声影像，可以发现肺疾病主要超声征象包括胸膜线异常等，动态

扫描结果显示病情的好转等情况，都可以运用胸膜腺等超声征象开

展判断。通过调查撤呼吸机失败的病例发现，肺脏超声和 X 线检查

进行比较，前者更加容易找到病灶；无肺脏疾病儿童在肺脏超声中

能够看到正常的胸膜线，证明肺脏超声能够准确诊断 PICU 肺部疾

病，特别针对病情反复和撤呼吸机的患者实用性更高。另外，超声

检查可以有效监测病情的变化情况，所以，在针对重症患者开展治

疗的过程中，运用肺部超声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总之，在新生儿肺部疾病中运用超声检查具有显著的价值，具

有较高的敏感性、特异度和准确性，并且，这种检查操作比较简单，

可以在床旁开展，可以动态观察，价格比较低，能够防止射线损伤

新生儿，值得积极在临床上进行运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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