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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辐射力脉冲( ARFI) 成像技术
在评估颈部血管斑块的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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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声辐射力脉冲( ARFI) 成像技术在评估颈部血管斑块的价值进行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6 月 － 2016 年 6 月于本院医治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114 例为研究组，同期选取于我院检查的健康人群 104 例
为对照组。两组均予以 ARFI成像技术检查，测量记录斑块剪切波传播速度( SWV) ，观察两组斑块检出率，各类型
斑块 SWV均值，两组各类型斑块分布情况。结果: 研究组共 114 人，检出有斑块的 79 例，共检出 163 个斑块，其
中强回声 36 个、低回声 51 个、等回声 31 个、混合回声 45 个; 对照组共 104 人，检出有斑块的 28 例，共检出 59

个斑块，其中强回声 19 个、低回声 16 个、等回声 10 个、混合回声 14 个; 研究组斑块检出率为 69. 29%，对照组
斑块检出率为 26. 92%，两组斑块检出率比较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强回声、低回声、等回声及混合回声
SWV均值两两间比较具可比性( P ＜ 0. 05) 。结论: ARFI成像技术对颈部血管斑块具较高评估价值，提高斑块检出
率，可作为诊断颈部血管斑块的理想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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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acoustic radiation pulse ( ARFI) imaging in assessing cervical vascu-
lar plaque． Methods: A total of 114 patients with ischemic strok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3 to June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and 104 healthy subjects se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
trol group． Both groups were examined by ARFI imaging technique． The ARFI imaging was used in both groups to measure
the velocity of shear wave propagation ( SWV) ，then observed the plaque detection rate of the two groups，the average SWV of
each type of plaque，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wo types of plaques． Results: In study group( 114 patients ) ，79 plaques were
detected and 163 plaques were detected，including 36 with strong echoes，51 with low echoes，31 with equal echoes and 45
with mixed echoes． In the control group( 104 patients) ，twenty － eight plaques were detected，59 plaques were detected，in-
cluding 19 with strong echoes，16 with low echoes，10 with equal echoes and 14 with mixed echoes． The detection rate of
plaque was 69． 29% in the study group and 26． 92%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of the detection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 The strong echo，low echo，equal echo and mixed echo SWV mean compara-
bl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P ＜ 0. 05 ) ． Conclusion: The ARFI imaging technique has high evaluation value on cervical
vascular plaque and improves the detection rate of plaque，which could be used as an ideal method to diagnose cervical vascu-
lar pla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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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人们生活方式及生活结构的转变，
心脑血管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据相关研究显

示［1 － 2］，我国成为全球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最高国
家。临床常采用超声诊断颈动脉病变情况，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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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可靠性高、准确、创伤小等特点被广泛运用，声
辐射力脉冲( ARFI) 成像技术为新型成像技术可准确
评估组织弹性［3］。本研究针对已选定的 114 例缺血
性脑卒中患者和 104 例健康人群予以 ARFI 成像技
术检查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 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6 月 － 2016 年 6 月于本院医

治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114 例为研究组，同期选取
于我院检查的健康人群 104 例为对照组。研究组男
女比例 58: 56，年龄 27 － 79 岁，平均 ( 60. 21 ±
4. 75) 岁; 对照组男女比例 53: 51，年龄 27 － 80
岁，平均( 59. 87 ± 4. 69 ) 岁; 两组均排除并有先天
性脑血管畸形、出血性脑梗死等疾病; 两组上述各
基线资料对比未显示高度差异( P ＞ 0. 05) 。
1. 2 方法

两组均选用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 Acuson
S2000 型彩色超声诊断仪，频率设置为 8MHz，探头
为 9L4 线。取患者仰卧位，利用枕头将颈部适当垫
高，头向后仰以将颈部充分显露，且稍向检查的对
侧偏，2D超声下进行，于横切面对颈动脉分叉部位
连续扫描，对是否有斑块及其位置进行初步判断。
于纵切面上将斑块回声、长度、形态及位置记录下
来，于横切面上将斑块厚度记录下来。于上述基础
之上，采用 ARFI 成像技术对斑块 SWV 进行测量，
各斑块需测 6 次以上，再取其平均值。针对呼吸动
度大者，嘱患者屏气，记录血流阻力指数及其流速，
描记患者血流频谱。
1. 3 观察指标与评定标准

观察两组斑块检出率; 观察各类型斑块 SWV均
值，包括强回声、低回声、等回声及混合回声; 观
察两组各类型斑块的分布情况。

1. 4 统计学处理
数据均采用统计软件 SPSS 18. 0 行统计学处理，

正态计量资料采用( 珋x ± s ) 表示，计数资料组间率比
较采用 x2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n ( %) ］来表示，
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当 P ＜ 0. 05 表差异具可
比性。

2 结果

2. 1 两组斑块检出率对比
研究组共 114 人，检出有斑块的 79 例，共检出

163 个斑块，其中强回声 36 个、低回声 51 个、等
回声 31 个、混合回声 45 个; 对照组共 104 人，检
出有斑块的 28 例，共检出 59 个斑块，其中强回声
19 个、低回声 16 个、等回声 10 个、混合回声 14
个; 研究组斑块检出率为 69. 29%，对照组斑块检
出率为 26. 92%，两组斑块检出率比较差异具统计
学意义( P ＜ 0. 05) 。
2. 2 各类型斑块 SWV均值对比

强回声、低回声、等回声及混合回声 SWV均值
两两间比较具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SWV: 强回
声 ＞等回声 ＞混合回声 ＞低回声，详见表 1。

表 1 各类型斑块 SWV均值对比( 珋x ± s )

斑块类型 个数 SWV( m/s)

强回声 55 个 4. 69 ± 0. 42

低回声 67 个 1. 38 ± 0. 11

等回声 41 个 2. 89 ± 0. 10

混合回声 59 个 2. 33 ± 1. 21

注: 两两间比较，aP ＜ 0. 05。

2. 3 两组各类型斑块的分布情况对比
研究组各类型斑块的分布情况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不具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详见表 2。

表 2 两组各类型斑块的分布情况对比［n( %)］

组别 个数 强回声 低回声 等回声 混合回声

对照组 59 19( 32. 20) 16( 27. 12) 10( 16. 95) 14( 23. 73)

研究组 163 36( 22. 09) 51( 31. 29) 31( 19. 02) 45( 27. 61)

P －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x2 － 2. 3794 0. 3574 0. 1232 0. 3340

注: 与对照组比较，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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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缺血性脑卒中属于临床常见多发疾病，多发于
老年群体，老年患者中约 93%合并心脑血管疾病。
梁摇莉等人文献认为［4］，全身动脉的粥样硬化主要
表现为颈动脉硬化，因为颈动脉的位置于表浅部位，
彩色超声诊断仪可准确判定颈动脉出现狭窄的范围
与程度，还能判断出斑块性质及形态。本研究针对
已选定的 114 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和 104 例健康人
群予以 ARFI 成像技术检查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旨在为日后临床提供相关参考依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组斑块检出率 69. 29%
高于对照组 26. 92%，提示声辐射力脉冲成像技术
运用于评估颈部血管斑块可有效提高斑块检出率。
分析原因如下: ARFI成像技术为近几年发展的一种
新型无创用于评估体内组织弹性技术，主要建立于
生物黏弹性的组织内调节聚焦的超声波束原理上，
从而使声剪切波产生，并收集组织内的剪切波的信
号利用规定电子系统，聚焦区的外辐射力减弱，导
致剪切波受到限制，仅于组织内部，使感兴趣得区
域 SWV获取，经 SWV估计组织弹性，SWV 速度越
快表组织的质地变硬，反之则表组织质地较软［5 － 6］。
ARFI成像技术具较好评估价值，可显著提高斑块检
出率。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 研究组 SWV均值从大
至小一次为: 强回声 ( 4. 69 ± 0. 42 ) m/s、等回声
( 1. 38 ± 0. 11) m/s、混合回声( 2. 89 ± 0. 10) m/s、低
回声( 2. 33 ± 1. 21 ) m/s，提示组织硬度不断变大则
SWV越迅速。ARFI 技术成像属于一种新型实时动
态的超声成像技术，可对传统技术不足之处进行弥
补，能够通过对 SWV进行测量，准确量化评估斑块
弹性，并非是通过对不同颜色的感兴趣区半定量方
法对组织弹性评价。并且 ARFI 成像技术声波能够
较好地将坚硬表面组织穿透，到达组织深部，促使
弹性成像运用范围增加，提高对斑块分型的
判断［7］。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两组斑块分型之间不存在
差异，提示斑块的分析与发生心脑血管疾病之间不
存在联系。分析原因如下: 斑块回声分为强回声、
低回声、等回声及混合回声四种，斑块回声和组织

构成成分存在联系，纤维为等回声斑块的主要成分，
脂肪组织为低回声斑块的主要成分。临床症状与斑
块回声学之间存在较大，无回声斑块者发生脑缺血
情况可能相对较大，临床常采用内膜切除术患者斑
块多属于其他类型。相关研究认为［8 － 9］，发生脑缺
血症状和斑块分型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受时间、环
境及样本等因素制约，本研究未就两组检查斑块厚
度进行分析，有待临床加大样本进一步研究予以
验证。

综上所述，声辐射力脉冲成像技术运用于评估
颈部血管斑块可有效提高斑块检出，准确判断斑块
分型，指导临床控制用药，有效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具较高诊断价值，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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