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研究 

 40 

医学研究 

对于心电散点图在恶性室性心律失常预警中的应用效果综
合评价 

雷蕾 

（贵州省黔东南州人民医院  贵凯里  556000） 
 

摘要：目的：分析心电散点图在恶性室性心律失常患者中预警应用效果。方法：将 2020 年 4 月~2021 年 4 月期间 935 例心律失常患者作为观察对象，

所选病患均给予动态心电图记录仪，对 24h 心电信号进行准确记录，采用计算机绘制患者 24 h 心电散点图，对心电散点图预警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

效果进行分析总结。结果：本组 935 例患者中，最终确诊为恶性室性心律失常患者有 22 例，通过心电散点图确定 21 例，预警诊断符合率达到 95.45%。

结论：通过分析心律失常患者的心电散点图，可对恶性室性心律失常进行及时预警，心电散点图能够准确描述恶性室性心律失常，为临床诊断与治

疗提供更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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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相较于一般心律失常，病情更加严重，且具有较

高的心源性猝死风险，此种心律失常多并发于器质性心脏病，危害性较

大，需要临床予以充分关注，尽早识别并加以确定，对患者临床诊疗具

有重要意义。心电散点图是基于非线性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用长程心电

数据分析的一种新方法，是以数据高度集中的方式，将长程心电数据制

作成一枚具有全心博“可视性”图形。多数心律失常都有特异性图形，

可在一枚图上将 24 小时或更长的心电数据“尽收眼底”，直观地判断心

律失常的类型，通过分析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心电散点图，能够显著提高

疾病预测和诊断水平。本研究选取 935 例心律失常患者，分析心电散点

图预警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效果，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病例搜集数量为 935 例，疾病类型为心律失常，所选患者意

识清晰，依从性良好，纳入标准[1]：（1）知情同意；（2）无诊断及治疗

禁忌；（3）耐受性良好；（4）认知功能正常。本组 935 例患者中，男性

41 例，女性 40 例，年龄 25-75 岁，均值（43.63±3.66）岁。排除合并

严重精神障碍、妊娠及哺乳期女性及未成年人，同时将合并严重肝肾功

能不全者排除在本研究之外。 

1.2 方法 

所有病患入院后，均根据实验室检查结果及患者主诉、临床表现，

给予动态心电图记录仪，准确记录 935 例患者 24h 心电信号，采用计算

机绘制患者 24 h 心电散点图，绘制结束后，由两名心电图专科医师对

心电散点图进行分析，筛查出恶性室性心律失常患者。 

1.3 观察指标 

对本组 935 例患者心电散点图进行详细分析，记录通过心电散点图

确定为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患者例数，计算比例，评价心电散点图的预

警诊断符合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6.0 软件，计量资料用（ sx ± ）表示，采用 t 值检验。

计数资料则用（%）表示，采用χ2 值检验，P＜0.05 表示两个组间对比

统计学分析中具有显著意义。 

2.结果 

本组 935 例患者中，最终确诊为恶性室性心律失常患者有 22 例，

所占比例为 2.35%；通过心电散点图确定 21 例恶性室性心律失常，预

警诊断符合率达到 95.45%（21/22），与最终确诊病例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 

3.讨论 

心律失常是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往往伴随其他心血管疾病而发病，

危险性比较高，对患者所产生影响也比较大。近年来，随着心血管内科

临床诊断和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心律失常发病率和检出率明显提升。

有学者[2]指出，心律失常根据起始位置差异，可将其分为室性心律失常、

房性心律失常及交界性心律失常。目前，采用心电图可对心律失常进行

明确诊断，但是无法对危险等级进行确定，一定程度上对恶性心律失常

诊断和评估带来一定影响。基于此种现状，心电散点图应运而生，为心

律失常诊断带来更多帮助。 

心电散点图是利用心血管疾病患者 24h 动态心动图结果绘制出来

的一种新型心电图，一般来说，动态心动图检查过程中，需要人工开展

多次纠正，而心电散点图根据 24h 动态心动图变化情况，绘制出患者心

脏心电数据，由专业医师对心电散点图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结合图中走

势，及时查找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危险因素，进而做出预警分析，对提高

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诊断水平具有明显帮助[3]。有研究指出，心电散点

图通过非数字化数据方式和非线性分析方法，将更多心电数据展现在一

张图纸上，密度性理想，且能够根据图像具体形态，对心律失常作出定

量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患者 24h 心率变化，突出实时心电波，为快

速诊断和鉴别心律失常提供依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组 935 例患者中，最终确诊为恶性室性心律失

常患者有 22 例，通过心电散点图确定 21 例，预警诊断符合率达到

95.45%，上述研究结果与文献，报道内容基本相一致，说明为心律失常

病患绘制心电散点图，通过图中信息，能够及时对恶性室性心律失常进

行准确预警。实践工作经验证实，绘制心电散点图操作简便，利用计算

机技术即可完成，所得图像直观，包含受检者 24h 内心律失常发生状况

全部信息，对降低误诊和漏诊风险具有明显作用。也就是说，心电散点

图作为快速诊断心律失常的工具，操作简便，对恶性心律失常预警作用

显著，临床应用优势明显。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心律失常患者心电散点图，可对恶性室性心律

失常进行及时预警，心电散点图能够准确描述恶性室性心律失常，可为

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更多依据，是一种安全、简便、快捷且准确诊断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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