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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检测高血压病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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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高血压疾病很有可能会诱发颈动脉粥样硬化（AS）危害患者预后，对此分析超声检测的

应用价值。方法 本项研究于 2021 年 6 月正式启动，截止时间是 2022 年 6 月。选用此时间段到笔者医院就

诊的高血压患者为研究样本，样本数量共有 90 例，为病例组；并以同期健康体检者 100 例为参照组，均接

受超声检测。对比观察两组颈动脉数据变化以及血流动力学数据差异。结果 分析两组研究对象超声检查结

果发现，病例组颈总动脉内径、颈总动脉 IMT 大于参照组，且两组血流动力学也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高血压疾病易增加 AS 发病风险降低患者生存质量，采取超声检测能进一步明确病情严重程度，能够

为后续诊治提供有利的诊断依据，临床可进一步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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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of ultrasonography in detecting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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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Hypertension is likely to induce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AS) to harm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and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ultrasonic detection. Methods This study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June 2021 and the deadline was June 2022. A total of 90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who visited the author's 
hospital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amples, which were the case group. 100 healthy subjects in 
the same period were taken as the reference group. The changes of carotid artery data and hemodynamic dat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ultrasonic examination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showed that the 
internal diameter and IMT of the common carotid artery in the case group were larger than those in the reference 
group, and there were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hemodynamic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Hypertension is easy to increase the risk of AS and reduc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Ultrasound detection can 
further clarify the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provide favorable diagnostic basis for subsequent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can be further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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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带给社会居民负担较重的慢性疾病之

一，患者多有头晕、健忘、情绪易激动等表现症状，

部分患者还会有心肌、头痛等表现，疾病早期无特

异性表现症状，且病程时间长，在初期不易被发现，

大部分患者多在体检时查出[1-2]。疾病治疗病程长，

且脉压差大，血压若未能得到良好控制很有可能会

累及机体其他脏器功能，增加多脏器功能衰竭发生

风险，易降低患者的生存质量[3]。疾病主要分为原

发性与继发性两种类型，以前者较为常见，因其所

引发的血流动力学改变，其所产生的剪切应力会持

续、反复地作用于血管内皮，会导致血管内膜增厚

以及血管内斑块形成，导致颈动脉粥样硬化（AS）
发生，是引起颈动脉血管病变的危险因素，同时也

是高血压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增加心肌缺血、脑

卒中等并发症发生风险，会影响患者的思维能力、

记忆力等，更严重者会出现脑萎缩情况，因此需要

加强对高血压患者颈动脉血管观察。既往对于其诊

断主要通过血管造影来完成，但其属于有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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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超声检查方法能够有效了解患者颈动脉内膜厚度

变化，便于临床了解患者 AS 程度，能够为后续治

疗提供有利的诊断依据[4]。鉴于此，本文分析超声

检测在高血压 AS 疾病诊治中的应用价值，具体内

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开展时间段为 2021.06~2022.06，以就诊

的高血压患者 90 例为病例组，并以同期健康体检者

100 例为参照组。参照组中男性占比为 71.00%
（71/100）、女性占比为 29.00%（29/100）；年龄

区间范围在 37 岁至 77 岁，平均（58.12±3.27）岁。

病例组中男性占比为 72.22%（65/90）、女性占比为

27.78%（25/90）；患者年龄区间范围在 41 岁至 77
岁，平均（58.18±3.28）岁；患病时长为 1 年~11 年，

平均（5.63±1.32）年。对比分析两组的各项资料较

为相似，P＞0.05，符合研究开展基础条件。纳入标

准：①研究组所纳入病例组高血压患者符合相关诊

断标准；②均在本院建档立卡，临床档案资料完整；

③检查前两组研究对象未有明显不适；④研究对象

及家属知晓研究内容，愿意积极配合。排除标准：

①存在糖尿病、高血脂等代谢性疾病；②出现心脏

瓣膜或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患者；③合并罹患恶性肿

瘤患者；④重要脏器功能衰竭者；⑤不配合检查者。 
1.2 方法 

两组研究对象均接受超声检查，使用 Philips 
EPIQ 5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两组研究对象保持

仰卧体位，将研究对象颈部饰品摘除并暴露，探头

频率为 5~10MHz，放置于胸锁乳头肌前缘，对外侧

第一侧锁骨情况进行检查，并沿胸锁乳突肌开展纵

向检查，仔细观察颈总动脉分支及内外动脉、血管

的解剖结构变化，观察血管内膜是否发生粗糙、斑

块、结构等数据变化，检查完毕后将彩超成像传送

回工作站进行下一步处理、分析。 
1.3 观察指标 
超声检查结果：观察两组研究对象颈总动脉内

膜中层厚度（IMT）、颈总动脉内径、血流动力学

指标包括收缩期血流峰值（PSV）、血管阻力指数

（RI）、舒张末期血流速度（EDV）数据差异变化。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数据借助系统 SPSS26.0 进行整理、对

比，（ ±s）表示计量资料，以 n（%）表示计数资

料，分别进行 t、χ2 检验，当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P＜
0.05，则表明此组数据有统计学意义，有研究价值。 

2 结果 
2.1 对比观察两组研究对象超声检查结果 
图表数据 1 所示，两组研究对象超声检查结果

比较，病例组颈总动脉内径、颈总动脉 IMT、血流

动力学指标同对照组相比存在统计学差异（P＜
0.05）。 

表 1 两组超声检查结果数据对比（ ±s） 

组别 例数 颈总动脉 IMT（mm） 颈总动脉内径（mm） 
血流动力学 

RI PSV（cm/s） EDV（cm/s） 

参照组 100 0.51±0.09 6.13±0.54 0.58±0.09 68.12±6.23 24.18±1.63 

病例组 90 0.91±0.17 6.93±0.69 0.71±0.13 54.12±5.17 15.37±1.42 

t  20.550 8.944 8.079 16.750 39.523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 讨论 
高血压疾病随着生活方式改进、饮食结构紊乱

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发病率逐渐呈上升

趋势，且疾病所引发的各类并发症防治探讨也引起

相关工作人员重视。颈动脉是连接心脏与脑的主要

通道，高血压疾病会受血压波动影响引起血液不断

刺激血管内膜，促使其发生增厚、粗糙、血小板堆

积沉淀等情况，进而会形成 AS，加重疾病治疗难度，

危害患者预后，因此，由高血压引发的 AS 病症需

要尽早诊治，对于控制病情进展具有重要意义[5-6]。 
血管结构与功能会在高血压疾病进展对多种靶

器官产生损伤变化中发生早期改变，特别是颈动脉

内膜，作为人体大动脉中较为脆弱部位，表浅位置

能够清晰显示出动脉壁结构，因此发现 AS 的早期

特征表现及标志为内中膜增厚，临床可加强观察。

在疾病诊治中，超声检查方式具有无创特点，且在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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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动脉方面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利于患者后续

诊治[7]。研究结果指出，病例组颈总动脉内径、颈

总动脉 IMT 大于参照组，且两组血流动力学也存在

统计学差异（P＜0.05），可见超声检查方法能够有

效评估患者颈动脉血管血流动力学，能够为早期筛

查及干预提供有利指导建议。高血压患者血压水平

未能得到有效控制，长时间血压高水平，会导致机

体血管平滑肌细胞出现增生、肥大情况，从而会有

管壁增厚、硬化、斑块形成等问题，故而病例组颈

总动脉内径、颈总动脉 IMT 与正常参照组相比值较

高。随着病情不断发展，病变部位累及增大，内中

膜增厚，内膜粗糙，最终形成斑块，造成颈动脉狭

窄，会影响狭窄段血流，血液流速变快会加大板块

表面切应力，斑块极易脱落，从而会引发血流量低

灌注情况，进而造成心肌梗死、脑梗死严重情况，

因此需要加强对颈动脉 IMT值变化预测病情严重程

度，积极进行防治控制病情进展[8]。对于血流动力

学的观察，高血压疾病早期颈动脉血流动力学未见

明显变化差异，但随着病程延长，颈部血管动脉壁

持续受到要血压冲击以及高切应力的应激作用，动

脉内膜受损，再加上平滑肌增生等情况，血管出现

硬化，弹性逐渐减退，故而血流速度会下降，血流

阻力增加，因此会发现病例组 RI 水平高于参照组，

PSV、EDV 水平低于对照组。超声检查方式能够为

诊断高血压颈动脉病变提供无创的检测方法，图像

成像质量高，能够清晰观察颈动脉结构具体病变情

况，也便于预测评估患者预后，早期了解 AS 形成、

血流变化便于评估患者病情严重程度，进而为临床

诊疗提供客观、全面的参考依据，能够对控制患者

病情进展，降低不良并发症发生风险产生积极意义
[9-10]。 

综上所述，高血压疾病易增加 AS 发病风险降

低患者生存质量，采取超声检测能进一步明确病情

严重程度，能够为后续诊治提供有利的诊断依据，

临床可进一步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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