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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超检查诊断急性胆源性胰腺炎的效果分析 

周 蕾 

肥城市中医医院  山东泰安 

【摘要】在急性胆源性胰腺炎患者临床诊断过程中，研究彩超检查实践应用的价值与效果。在医院中选择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就诊治疗的 140 例急性胆源性胰腺炎患者，以治疗方法的不同将患者划分为两组，CT 组患

者是采用 CT 的方式来予以检查诊断，彩超组患者是通过彩超的方式来进行疾病检查，两组患者的数量均为 70
例。在两组患者诊断结束之后，根据患者的检出结果、诊断效能、检查表现三方面的对比，进而推断出彩超检查

方法临床应用的效果情况。在检出结果上，彩超组患者的检出率为 87.1%，CT 组患者的检出率为 48.6%，彩超组

患者的检出结果更优；在诊断效能上，彩超组患者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 94.3%、92.9%、98.6%，CT
组患者的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为 77.1%、78.6%、84.3%，彩超组患者的诊断性能更强；在检查表现上，彩超

组患者的检查情况更为明显。两组患者的诊断结果存在明显的对比性。在进行急性胆源性胰腺炎诊断的时候，彩

超检查方法的应用更加有效。因此，在临床上，医护人员可以适当加强这种诊断方法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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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color ultrasonography in diagnosis of acute biliary pancreat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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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clinical diagnosi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biliary pancreatitis, the value and effect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olor ultrasound were studied. A total of 140 patients with acute biliary pancreatitis treated in the 
hospital from July 2021 to July 2022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Patients in the CT group were examined and diagnosed by CT, while patients in the color ultrasound group were examined 
by color ultrasound. The number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as 70. After the diagnosis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the 
results of detection, diagnostic efficiency and examination performance of the patients were compared, and the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color ultrasound was inferred. In terms of detection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color 
ultrasound group was 87.1%, and that in the CT group was 48.6%. The dete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color ultrasound 
group was better. In terms of diagnostic efficacy,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patients in the color ultrasound 
group were 94.3%, 92.9% and 98.6%, respectively, while those in the CT group were 77.1%, 78.6% and 84.3%.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patients in the color ultrasound group was stronger. In terms of examination performance, the 
examination situation of patients in color ultrasound group was more obvious. The diagnostic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compared. In the diagnosis of acute biliary pancreatitis, the application of color ultrasound is more 
effective. Therefore, in clinical practice, medical personnel can appropriately strengthen the use of this diagnostic method. 

【Keywords】Color ultrasound inspection; Acute biliary pancreatitis; Diagnostic effect; Effect analysis 
 
急性胆源性胰腺炎是一种急腹症，这种疾病的发生

与胆系疾病、酒精摄入情况有着直接关联。在进行疾病

诊断的时候，正确的诊断可以使该疾病得到及时且有效

的治疗，也可以使患者的疾病控制得到保证。目前疾病

的诊断更多的是采用 CT 的方式来完成，但是在诊断过

程中存在一定副作用，而且诊断的费用支出也比较高。

对此，本文主要是针对急性胆源性胰腺炎疾病诊断中彩

超检查应用的效果进行研究，研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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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7 月期间选择 140 名到医

院就诊治疗的急性胆源性胰腺炎患者，患者的年龄是在

23-67 岁之间，患者的发病时间是在 5-73 小时之间，男性

患者的数量为 79 名，女性患者的数量为 61 名。以诊断方

法的不同为标准将患者划分为两个小组，一组患者被命名

为 CT 组，另一组患者被定为彩超组。根据两组患者诊断

的结果，就可以判断出彩超检查实践应用的具体效果。 
纳入标准：①患者的临床症状与该疾病相一致；②

患者的精神状态、神志功能均正常；③患者的个人资料、

疾病治疗均健全；④患者的研究目的、研究流程均已明

确，且患者同意参与。 
排除标准：①患者具有腹部手术治疗的经历；②患

者的消化系统存在问题；③患者的肝硬化情况较为严

重；④患者对研究事项的接受程度不高。 
1.2 方法 
1.2.1CT 组：这组患者的疾病诊断是以 CT 检查为

主，分为两个步骤： 
（1）准备工作。医护人员需要提前将检查所需的设

备材料准备好，像 CT 扫描仪的准备、扫描仪的参数的

调整等。同时需要告知患者在检查前不能进食，确保患

者处于空腹状态。 
（2）患者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医护人员要先进

行患者肘静脉的消毒，并向其注射碘海醇溶液，在注射

完成之后的 30s、70s 两个时间点上采用 CT 扫描仪进行

患者动静脉情况的扫描，并根据扫描结果来判断患者的

胰腺情况。 
1.2.2 彩超组：这组患者主要是通过彩超检查的方式

来进行疾病诊断，分为四个步骤： 
（1）准备工作。在患者检查之前，医护人员要将检

查所需的设备准备到位。在进行该设备检查的时候，检

查设备的参数情况、使用情况、安全性，防止设备在使

用的时候出现问题。同时，医护人员也要对患者体位的

调整，一般是将患者调整为平卧、侧卧、半卧的状态。 
（2）胰腺观察。对胰腺观察来讲，观察的内容较为

多样，观察的范围也比较广，像胰腺的大小形状、胰腺

的边界扩张、胰腺的回声情况等[1]。 
（3）胆囊观察。在进行胆囊观察的时候，医护人员

需要从多个方面来予以观察。同时医护人员也需要对胆

囊内部是否存在异常回声的情况予以观察，进而在观察

结果的基础上分析胆囊的具体情况[2]。 
（4）动脉观察。医护人员要对患者的动脉情况予以

扫查，扫查的范围是从肠系膜上动脉（SMA）延伸至十

二指肠下动脉（IPA）。 
1.3 观察指标 
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的观察指标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 
1.3.1 检出结果。这方面的指标指的是患者在胆囊结

石、胆管结石、胆囊胆管结石上的检出情况，根据该指

标的对比分析，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出两种检查方

法的有效性[3]。 
1.3.2 诊断效能。这方面的指标包含三个标准，一是

敏感性，该标准的计算是按照“阳性例数/（阳性例数+
假阴性例数）×100.0%”的公式进行计算；二是特异性，

该标准的计算是以“阴性例数/（阴性例数+假阳性例数）

×100.0%”的公式为主；三是准确性，该标准的计算是

依据“阳性例数/总例数×100.0%”的公式来完成。 
1.3.3 检查表现。这方面的指标指的是患者检查的图

像特征，根据图像特征的对比，就可以将两种检查方法

的检查结果呈现出来，进而以此为主判断两种检查方法

的实用性[4]。 
1.4 统计学方法 
结合SPSS23.0版本的软件来完成研究数据的处理，

研究中的数据资料是以“%”的方式来体现，数据信息

的验证是通过 χ2的方式来完成，数据之间的差异情况是

以 P 的方式来体现。 
2 结果 
在表 1 中可以看出，彩超组患者的检查率为 87.1%，

CT 组患者的检查率仅有 48.6%，两组患者的检查率存

在较大对比性。 
在表 2 中可以发现，彩超组患者的敏感性为 94.3%，

特异性为 92.9%，准确性为 98.6%，两组患者的诊断效

能存在很大差异。 
根据表 3 的对比，可以发现不同检查方法的检查表

现存在一定异同点，相同点是体现在大方向上，像胰腺

情况的变化；异同点是体现在检查结果的呈现上，像密

度的分布、轮廓的呈现等。 
3 讨论 
急性胆源性胰腺炎在急性胰腺炎中的占比较大，基

本上可以占到 2/3 以上，这种疾病的发生与两方面因素

相关。 
一是胆系疾病，像胆结石、胆囊结石等疾病就会在

很大程度上引发急性胆源性胰腺炎；二是生活习惯，若

是患者存在饮酒过量的现象，也很有可能会造成该疾病

的发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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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检出结果的对比 

组别 胆囊结石（例） 胆管结石（例） 胆囊、胆管结石（例） 检出率（%） 

CT 组（70） 19（27.1%） 11（15.7%） 4（5.7%） 48.6% 

彩超组（70） 31（44.3%） 24（34.3%） 6（8.6%） 87.1% 

χ2 6.58 6.56 6.35 6.74 

P ＜0.05 ＜0.05 ＜0.05 ＜0.05 

表 2  两组患者诊断效能的对比 

组别 敏感性（例） 特异性（例） 准确性（例） 

CT 组（70） 54（77.1%） 55（78.6%） 59（84.3%） 

彩超组（70） 66（94.3%） 65（92.9%） 69（98.6%） 

χ2 16.29 14.17 14.13 

P ＜0.05 ＜0.05 ＜0.05 

表 3  两组患者检查表现的对比 

组别 检查表现 

CT 组（70） 
胰腺弥漫性肿大、局部肿大、密度分布不均匀、轮廓较为模糊、胰腺周围存在积液、胰腺存在不同程度出血坏死、

坏死区域分布零散 

彩超组（70） 胰腺呈弥漫性肿大、边缘轮廓较为清晰、内部组织存在回声、胰腺组织周边存在液性暗区、腹腔具有积液 

 
对急性胆源性胰腺炎来讲，这种疾病的症状较为多

样，像发烧、腹胀、肢体抽搐、黄疸、恶心呕吐等都是

较为常见的症状。除此之外，呼吸功能衰竭、循环功能

衰竭、肾功能衰竭等也是该疾病的症状之一。 
在进行急性胆源性胰腺炎治疗的时候，常用到的治

疗方法有五种：1.饮食控制； 2.支持疗法；3.抗生素治

疗[6]；4.抗胰酶治疗；5.手术治疗。 
在患者疾病治疗之前，疾病的诊断是一个重点所

在，有效的疾病诊断可以使疾病得到及时治疗，这样也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患者出现疾病恶化的现象。就

急性胆源性胰腺炎的诊断来讲，常见的诊断方法有六

种： 
1.实验室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就可以判断出患者是

否存在并发症[7]；2.腹腔穿刺。3.腹部平片；4.胸部透视；

5.B 超检查；6.CT 检查。 
本文主要是针对 CT 检查与彩超检查两种诊断方法

进行对比研究。研究发现，彩超检查的有效性更强。在

彩超组患者中，患者的检出率更高，可以达到 87.1%；

患者的诊断效能也比较强，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三

方效能均在 90.0%以上。相较于彩超组患者，CT 组患者

的检查结果存在较大不足[8]。对此，在进行急性胆源性

胰腺炎患者诊断的时候，彩超检查方法的应用力度可以

适当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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