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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心血管超声诊断技术在肺动脉栓塞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纪炳成

（莒南县人民医院，山东 临沂 276600）

【摘要】目的：研究心血管超声诊断技术在肺动脉栓塞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随机抽取本院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0 月的 72 例肺

动脉栓塞患者纳入本次研究，并将其分成观察组和参照组，分别实行心血管超声诊断和常规 X 线检查，比较其诊断效果。结果 三尖瓣反流程度和

患者的收缩压以及反流速度成正比；参照组中（75.00%），其检出率显著低于观察组（94.44%）（P<0.05）。结论 在肺动脉栓塞患者的诊断中，

血管超声诊断有着较高的检出率，临床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心血管超声诊断；肺动脉栓塞；临床应用

肺动脉栓塞是一种胸外科疾病，其在临床中有着较高的发

病率，其是机体内肺动脉受到外源性或者内源性栓子堵塞所引发

的肺循环障碍。患者发病之后很容易产生呼吸困难、咯血、胸痛、

腹痛、晕厥以及咳嗽等症状，严重的甚至还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

带来严重影响。所以尽早对肺动脉栓塞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对

于降低其死亡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研究心血管超

声诊断技术在肺动脉栓塞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见下文。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本院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10 月的 72 例肺动脉

栓塞患者纳入本次研究，其中男性患者 40 例，女性患者 32 例，

平均年龄为（57.41±1.32）岁，所有患者均已经知情同意本次研究，

不存在药物过敏史、手术史。

1.2 方法

1.2.1 参照组。该组实行常规 X 线检查。将 X 线光机频率

调整为 50-60MH，患者分别取卧位和站立位，拍摄其正位片、

侧位片和后位片，同时对其肺部血管变化情况进行严密观察。

1.2.2 观察组。该组实行心血管超声诊断。将彩色多普勒超

声仪探头频率调整为 2-4MHz，对患者实行胸部超声心动图检查，

选择左心室长轴切面、大动脉短轴切面、心室短轴切面以及心脏

心尖四腔切面，检查患者下腔静脉、左肺动脉及主肺动脉、右心

室及右心房血流情况，观察血栓形成情况，查看心腔大小，重

点对右心内径以及心功能情况进行检查，同时对房室隔及右心

室壁运动情况进行严密观察，检测瓣膜口血流参数，评估三尖

瓣反流情况，同时按照其反流速度对其肺动脉收缩压进行评估。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不同程度三尖瓣反流患者的肺动脉相关指标，同时对

其左肺动脉栓塞及右肺动脉栓塞检出率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分析

以软件SPSS20.0分析统计值，计量和计数资料分别以（ sx ± ）、

百分号描述，开展 t 和 x2 检验；组间值 P<0.05 时存在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析不同程度三尖瓣反流患者的肺动脉相关指标

三尖瓣反流程度和患者的收缩压以及反流速度成正比（P

＜ 0.05）。详见表 1。

表1  分析不同程度三尖瓣反流患者的肺动脉相关指标[n（ sx ± ）]

严重程度 例数 肺动脉收缩压 反流速度
轻度 35 40.30±7.64 2.30±0.14
中度 24 58.41±7.26 3.41±0.56
重度 13 79.96±8.00 3.93±0.72

2.2 两组临床检出率比较

参照组中（75.00%），其检出率显著低于观察组（94.44%）

（P ＜ 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临床检出率比较 [n(%)]
组别 例数 左肺动脉栓塞 右肺动脉栓塞 检出率

参照组 36 13 14 75.00%
观察组 36 22 12 94.44%

X2 5.257
P 0.021

3 讨论

肺动脉栓塞是一种心血管疾病，其产生的主要因素为血栓，

并且和骨髓栓塞、异物栓塞、脂肪栓塞、空气栓塞、羊水栓塞以

及肿瘤等也有着一定关联，肺动脉血栓是引发肺动脉栓塞的重要

因素，并且大部分栓子都是继发于下肢、盆腔等深静脉血栓所形

成的。一般情况下，栓子主要源于盆腔和下肢深静脉，其循环到

肺动脉后所引发的血流淤积、栓塞、静脉内皮损伤以及血液凝固

定增加等都是促进血栓形成的重要因素。所以血栓的产生和静脉

插管、肥胖、长时间卧床、创伤、糖尿病、髋部或者盆腔手术、

凝血机会亢进等有关，脑血栓风险较高。肺动脉栓塞有着发病急

速、病情严重等特征，临床体征并不存在特异性，如果不对患者

进行及时治疗，则很有可能会对其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肺栓塞超声检查主要包括对周围血管的超声检查以及超声

心动图检查，通过分析超声检查患者的间接以及直接征象等信

息，可以对肺动脉栓塞情况进行有效判断，适合在急诊肺动脉

患者诊断中应用，有利于缩短抢救时间。直接征象通常表现为

患儿肺主动脉、左右肺动脉中的栓子回声，间接征象则以患者

室间隔运动异常、右心室以及右心房心腔扩大、肺动脉压升高、

心脏形态变化以及右心室高压等为主要表现，与此同时还会伴

随相应的三尖瓣反流，因为患者的临床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因

此其直接或者间接征象也是不同的。心脏超声能够对结构异常

和血流动力学异常之间的关系进行清晰展现，通过彩色编码处

理以及自相技术，可以对大血管、心脏内流途径、方向、血流

性质以及是否存存在异常血流束等进行有效监测，能够对瓣膜

反流、狭窄以及异常分流等情况进行有效诊断。此外，超声心

动图可以对正常和异常血流进行快速筛选，特别是可以对异常

分流、反流进行有效检测；其能够对发生于相同心动周期且来

源不同方位但是相似的血流进行有效区分；通过射流方位显示，

能够对脉冲多普勒或者连续波探测起到指导作用，对于促进定

量分析压差以及心排血量的准确性的进一步提高有着非常显著

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分流、反流病变提供有力依据。通过

本次实验研究发现，三尖瓣反流程度和患者的收缩压以及反流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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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盆腔炎妇产科治疗效果的临床观察与研究
蒲  梅

(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 四川 达州  635000)

【摘要】目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在治疗慢性盆腔炎中的疗效结果与药物治疗应用价值。方法：从我院妇产科中接受慢性盆腔炎治疗的患者

群体中抽选研究对象，总计有 234 例患者顺利入选，院内将这些患者以随机均等分组原则进行分组，即分为 Y 组与 X 组，各自含 117 例患者，两

组患者分别以氧氟沙星、左氧氟沙星开展治疗，对比后续结果，总结治疗慢性盆腔炎的药物应用建议。结果：从最终疗效结果可以看到，Y 组患者

疗效率为 78.63%（92/117），X 组患者疗效率为 94.02%（110/117），对比疗效率中差异明显，且 P 值大小为（P=0.0282）, 统计学意义具备相应的成立

条件；在不良反应率对比中，Y 组不良反应率为 21.37%（25/117），X 组不良反应率为 2.56%（3/117），在不良反应率对比中差异明显，且 P 值大

小为（P=0.0396）, 统计学意义具备相应的成立条件。结论：本次临床研究表明，左氧氟沙星在慢性盆腔炎治疗中具有较为理想的治疗应用价值。

【关键词】慢性盆腔炎；妇产科疾病；左氧氟沙星；疗效结果对比

对于绝大多数慢性盆腔炎患者来讲，多以从急性盆腔炎在

治疗效果不佳的情况下所形成的慢性疾病，由于这类患者体质

条件较差的缘故，这些患者在身患慢性盆腔炎中的病情会随着

时间而不断加剧，甚至形成反复性发作特征。但是研究表明，

也有部分患者在未患有过急性盆腔炎疾病的情况下出现慢性盆

腔炎，而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沙眼衣原体感染所致，引起慢

性盆腔炎且很容易对患者正常生活带来很多不利影响。为了能

够观察在治疗该疾病中的用药方案与治疗应用价值，我院开展

了本次医学研究，具体研究结果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常规资料

本次研究时间在 2018 年 9 月至 2020 年 7 月，在该段时期

内研究过程中，总计选取了 234 例慢性盆腔炎患者，再以随机

均等分组原则将其各自分为 117 例 Y 组与 117 例 X 组，统计两

组患者常规资料，并进行对比与总结，具体对比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  Y 组与 X 组在常规资料中的对比状况

常规资料指标 Y 组（n=117） X 组（n=117）

年龄

最大年龄 58 56

最小年龄 21 23

中位年龄 34.9±3.3 35.1±3.1

病程

最大病程 10 11

最小病程 2 1

平均病程 5.8±0.3 5.9±0.4

Y 组与 X 组患者均满足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且在常规资

料对比中无明显差异，可开展下一步研究工作。

1.2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所用药物分别为氧氟沙星与左氧氟沙星，并分别

予以 Y 组患者、X 组患者开展治疗，从最终治疗结果中总结治

疗慢性盆腔炎的药物治疗应用价值。

1.2.1 氧氟沙星治疗。取 200mg 氧氟沙星，并将其与 100 毫

升 0.9% 浓度的生理盐水进行混合相融，静脉滴注、一日两次。

1.2.2 左氧氟沙星治疗。取 200mg 左氧氟沙星，将其与 100

毫升 0.9% 浓度的生理盐水进行混合相融，静脉滴注、一日两次。

1.2.3 对两组患者同时配合中药进行辅助治疗，具体药物配

置方案如下：取丹皮、丹参各自 2.4 钱，取赤芍、茯苓各自 3 钱，

取金银花、蒲公英以及红藤各自 6 钱，取白芷、黄柏各自 2 钱，

将这些药物加水煎煮，并予以患者进行口服治疗，如患者存在

腰膝酸软症状，可从药方中增加 2.4 钱牛膝，每日服用 1 剂药物，

并分为早晨与傍晚两次分别进行治疗。另外还要配合活血止痛

散、川穹嗪、双黄连粉等药物进行外敷治疗，帮助患者形成活

血化瘀、疏通经络的治疗目的，有效控制不良反应的出现。

1.3 观察指标

统计患者疗效结果与不良反应状况，在疗效指标中可以分

为三种指标，分别为甲级疗效、乙级疗效与丙级疗效。其中甲

级疗效代表患者临床症状已经完全消失，患者免疫功能恢复正

常水平、生活质量有着显著地提升。

1.4 统计学方法

以 SPSS26.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与分析，根据 P 值大小分

析统计学意义是否具备成立条件。

2 结果

疗效结果对比状况 . 从疗效结果中得知，Y 组患者疗效率

为 78.63%（92/117），X 组患者疗效率为 94.02%（110/117），

对比疗效率中差异明显，且 P 值大小为（P=0.0282）, 统计学意

义具备相应的成立条件。

3 结论

众所周知，慢性盆腔炎的治疗周期普遍比较长，而临床治

疗普遍应用抗生素进行治疗，这样一来患者很容易出现抗生素

耐药性现象，导致炎症反应与耐药菌在相互反应中无法达到抗

生素治疗的目的，甚至会因为病菌感染而引起其他致病菌的出

现。我们在本次研究中可以看到，X 组患者在左氧氟沙星治疗

中的疗效结果相较于 Y 组比较优异，其原因在于这类药物具有

较强的抗菌活性特征，能够通过药理作用来达到抑制细菌 DNA

旋转酶活性的目的。综合所述，在治疗慢性盆腔炎中，可以优

先应用左氧氟沙星开展治疗，可取得令人满意的治疗结果。

上接第 78页

成正比；参照组中（75.00%），其检出率显著低于观察组（94.44%）

（P<0.05）。说明在肺动脉栓塞患者的诊断中，血管超声诊断有

着较高的检出率，临床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意义。

综上所述，相比于常规诊断，血管超声诊断在肺动脉栓塞

患者中的应用，其准确性较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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