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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经颅多普勒超声联合颈动脉超声对缺血性脑血管病诊断价值。方法：研究时间是 2021.3 月-2022.3 月，研究对象是我院这一期间收
治的 300 例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患者，上述患者为研究组，对照组是同期来我院体检的 150 例健康人员。两组都接受经颅多普勒超声联合颈动脉超声
检测，对展开结果展开对比。结果：超声检测结果对比上，研究组的 PI 指数高于对照组，Vm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通过对比得知联合检测的
精准性更好，且联合检测的结果相对于单一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测结果对比，有显著差异，P＜0.05。结论：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使用颈动脉超声联合
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测，可更快的诊断出患者的病情，符合度也十分高，值得运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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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当中缺血性脑血管病较为常见，主要症状表现为运动功

能障碍、失语、眩晕等，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活及生命安全[1]。
对此，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需获得及时的诊断及干预，做到尽早诊
断、尽早治疗[2]。而伴随着我国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超声检测技
术也获得了广泛的运用，不仅能够精准诊断各种疾病，同时也为患
者的尽早治疗争取了机会。基于此，本研究中探索经颅多普勒超声
联合颈动脉超声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病诊断中的价值，现把得到的数
据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的时间定在 2021.3 月-2022.3 月，研究对象是上述期间我

院收治的 300 例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为研究组，同期收治的 150 例
健康人员为对照组，研究组由 160 例男、140 例女构成，年龄在 35-78
岁之间，平均为（57.92±8.08）岁，而对照组由 80 例男、70 例女
构成，年龄在 34-79 岁之间，平均为（57.69±7.98）岁，两组对比
无明显差异，有比较的意义。 

1.2 方法 
研究组和对照组都接受颈动脉超声检测及经颅多普勒超声检

测，具体的操作内容如下：①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测：在检查患者的
颅脑位置时，使用多普勒检测仪，患者处于平卧位或者是侧卧位的

姿势，检测患者的颅内血管和颈部血管，对患者颅内收缩期和舒张
期的血流平均速度进行检测，结合彩色多普勒血流信号，准确了解到
血管的搏动指数和阻力指数，以此评估患者血管狭窄或者是血流减
缓。②颈动脉超声：让患者处于一个平卧位的姿势，然后使用彩色多
普勒超声诊断系统，检测患者的颈部，之后对患者血管壁的血管直径
和中膜厚度测量，根据血流的最大速度，查看其中是否有斑块，以此
评定出人体是否存在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管腔狭窄的情况。 

金标准为数字剪影血管造影，以此得知两种检测方法是否准
确。 

1.3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价标准 
对两组的 Vm（椎动脉及基底动脉平均血流速度）、PI（搏动指

数）检测结果展开比较；对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展开评定。 
1.4 统计和分析 
把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当作数据处理的主要工具，分析处理资

料，计数资料用％表示，计量资料用（ sx ± ）表示，检验分别采
用 x2 和 t 检验，有统计学差异时，P＜0.05。 

2 结果 
2.1 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测结果两组对比 
从表 1 得知，研究组的 PI 指数高于对照组，Vm 评分低于对照

组，P＜0.05。 
表 1 经颅多普勒超声检测结果两组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椎动脉 基底动脉 
  Vm（cm/s） PI Vm（cm/s） PI 
对照组 150 20.51±4.60 1.21±0.32 31.50±7.81 1.30±0.22 
研究组 300 27.12±4.49 0.72±0.21 44.82±6.60 0.82±0.21 
t  14.6017 19.4466 18.9592 22.4953 
P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 研究组不同检测方法的诊断结果 
表 2 为研究组使用不同检测方法的诊断结果，具体内容见表 2

数据。 
表 2 研究组不同检测方法的诊断结果 

检查方法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阳性阴性 

合计 

经颅多普勒
超声 

阳
性 

200 20 220 

 阴
性 

28 52 80 

阳
性 

220 10 230 经颅多普勒
和颈动脉超

声联合 阴
性 

7 63 70 

3 讨论 
最近几年，脑血管疾病渐渐变成了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主要疾

病，特别是缺血性脑血管疾病，患上此种疾病后，患者很容易死亡、
残疾，因此要做到对此种疾病的尽早诊断，为后续的治疗提供帮助
[3]。经颅多普勒超声会借助超声波的多普勒效应，完成对颅内大血
管的检测，属于一种新型的影像学诊断技术。因为人体的颅骨相对
较厚，所以会阻碍超声波的传递，以往的超声检测很难检测出人体
颅内血管的流速[4]。通过经颅多普勒超声仪器，会穿刺人体的自然
孔道，在颅骨处较为薄弱的位置穿透，以此获取有效的多普勒回声

信号，将准确的数据传输到相关设备之中，为后续的诊断提供帮助
[5]。但是，此种检测方式对人员的能力存在较高要求，且会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致使检测结果出现偏差。而颈动脉超声也是脑血管
疾病诊断中的常见方法，通过超声波直观检测出患者血管血流动力
学改变，得知其中是否存在斑块，评定出是否存在血管狭窄的情况，
但是因为此项检测的灵敏度不是很高，所以会影响到疾病的确诊。 

本次研究中，采用了上述两种检测方法联合的方式，得知这样
有助于患者确诊，会直接改善患者的预后情况。 

综上所述，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接受颈动脉超声联合经颅多普
勒超声检测，可及时诊断患者的病情，且检测精准性高，值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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