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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观察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早期不同形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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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

要!目的
!

提高对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早期不同形态的认识)方法
!

根据超声声像图特征!对
!#8

例创伤性急性下

肢深静脉血栓患者进行分组对比观察)结果
!

栓头型血栓组较普通型血栓组局部的血管管径扩张程度小!与健侧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E

&

#:#&

#$血流动力学变化程度小!近期溶栓治疗效果好)结论
!

超声可根据血栓的不同形态判断血栓形成的不同时

期!正确诊断急性血栓对临床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超声$创伤$急性血栓形态$栓头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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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自
"##=

年
*

月至
"##%

年
!#

月利用彩色多普勒技

术!对
!#8

例创伤性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患者进行了观察!发

现在血栓形成的早期!有一种强回声栓头型血栓-

!

.

!血栓栓头

部的灰度近似陈旧性血栓!对此!本文对这种血栓进行了动态

对比观察!现将观察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回顾性分析受伤时间在
=9

以内的下肢股'

静脉血栓患者!排除单纯的胫前'胫后'腓静脉和肌间静脉以

及继往有血栓病史者"共
!#8

例骨折外伤患者入选为受试对

象!其中男
%8

例!女
"#

例&年龄
!7

!

%!

岁!平均
8*:!

岁&复合

伤
""

例!单独伤
%"

例&损伤部位$按骨折分布情况%#骨盆
!#

处!股骨
&7

处!髌骨
!"

处!胫腓骨及足踝
"%

处!脊柱
!%

处!其

他
$

处"

!:%

!

检查方法
!

使用东芝
0

U

-32((@=##@

!探头频率
&

!

!#

.D[

'

"

!

&.D[

变频"患者取仰卧位!适当屈膝外展!如骨折

牵引者!体位配合困难!尽量屈膝!探头置于深静脉走行部位!

在髂外静脉'大隐静脉入口处'股总静脉'股深静脉'股浅静脉'

静脉'胫前静脉'胫后静脉及腓静脉进行连续性纵横多切面

扫查"在扫查时!注意调整声束与血流束的角度!测量血流速

度时角度小于
7#k

!同时根据所测部位血流的流速!随时调节

彩色多普勒血流的速度标尺!以排除假阳性的可能"对于髂静

脉部位及肥胖'肢体肿胀等血管位置较深的患者!适当调节测

量深度!必要时改用凸阵探头!使血管尽量处于图像的中央!以

显示最佳的血管超声效果"根据声像图特征!将病例分为两

组!即栓头型组和普通型组"

!:&

!

治疗
!

两组患者采取了相同方法进行溶栓治疗!皮下注

射低分子肝素钠
&###T

!每天
"

次!口服华法林纳!首次
*5

V

!

以后根据国际标准化比值$

'B?

%进行剂量的调节!控制在
"

!

*5

V

"

!:'

!

统计学处理
!

两组血管管径'血流动力学比较采用
7

检验!

治疗效果比较采用
&

"检验!以
E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声像图特征比较
!

$

!

%栓头型血栓特征#血栓近心端

有一明显的灰度酷似陈旧性血栓的强回声栓头!超声下观察!

由多条细小的强回声光带组成!外形为柱状或锥形!头部变细

逐渐成为盲端!游离在血管中央或边缘!随血流飘动-

"

.

!不与管

壁相连!局部静脉管径正常&栓体和栓尾回声逐渐减低!部分或

全部与管壁相连!局部管径正常或增宽"彩色多普勒可见栓头

部周边血流信号!栓体尾部可见边缘或无血流信号通过

$封
*

图
!

%"$

"

%普通型血栓特征#血栓近心端无强回声栓头!

管径扩张或正常!管腔内呈无或低回声!加压不能或不完全变

瘪-

*>%

.

"彩色多普勒无或可见少量血流信号通过$封
*

图
"

%"

%:%

!

两组血流动力学及受累血管管径比较
!

因为静脉回流速

度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血容量'心脏收缩力量'体位和呼吸运

表
!

!!

栓头型(普通型血栓血管管径(血液动力学与健侧比较%

PQB

&

组别
&

股静脉管径$

55

%

健侧 患侧

静脉管径$

55

%

健侧 患侧

股静脉速度$

N5

,

4

%

健侧 患侧

静脉速度$

N5

,

4

%

健侧 患侧

栓头型组
&& %:$"Q!:"8 $:&#Q!:*% 7:%%Q#:$* =:7#Q!:*7 !*:77Q8:*" !!:%=Q*:8= %:=7Q":8! =:%%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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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为了减少上述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采取同一患者患侧肢

体与健侧肢体进行对比!两侧肢体体位尽量保持一致!测量受

累局部的血管管径!在血栓的近心端进行血流动力学测量"

$

!

%血栓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两组的血流峰值速度均有不同

程度减低!见表
!

"但栓头型组减低的程度较普通型组小!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

"

%血栓对受累血管管径的影

响#栓头型组局部血管管径与健侧对比!虽有扩张!但扩张程度

较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而普通型血管扩张程度

相对较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

'

#:#&

%"

%:&

!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

栓头型血栓近期疗效明显增高$

E

'

#:#&

%!但远期疗效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

&

#:#&

%!

见表
"

"

表
"

!!

治疗后两组血栓溶解消失时间比较%

&

&

组别
&

!

!

!#9

消失 未消失

!!

!

"#9

消失 未消失

"!

!

*#9

消失 未消失

栓头型组
&& ** "" % !8 !# 8

普通型组
8$ !$ *# != !* !# *

&

!

讨
!!

论

血栓形成三要素-

$

.

#$

!

%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

"

%血流状

态的改变&$

*

%血液凝固性增加"创伤患者!由于软组织损伤'

制动及创伤后机体反应性变化等因素!是静脉血栓形成的高危

人群-

!#>!"

.

!而下肢深静脉血栓!又是肺栓塞的主要病因!因此!

早期'正确的诊断和及时的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是预防肺栓塞

发生的关键"

从
"##7

年起!本院对急性创伤患者在伤后早期还没有出

现临床血栓症状之前!即进行下肢深静脉彩超检查!结果血栓

检出率为
$:%R

!其中最多见的部位是小腿肌间静脉-

!*

.

!而后

依次为胫后静脉'腓静脉'静脉'股静脉'髂静脉和股深静脉"

在血栓病例中!本观察在急性期早期!部分血栓的近心端!有一

灰度近似陈旧性静脉血栓的强回声栓头!栓头游离在血管中并

随血流和呼吸变化而飘动!此种血栓在早期创伤患者中检出率

很高$

&=:"R

%!对此!本研究根据急性血栓的不同形态!将这种

栓头型血栓和普通型血栓分组对照进行观察!发现栓头型血栓

的局部血管管径和血流动力学变化较普通型变化程度小!稳定

性差!对药物的敏感性较好!与常见的普通型血栓有明显的

差异"

就栓头型血栓和普通型血栓的血管管径及血流动力学而

言!与两组血栓形态不同有着密切关系"栓头型血栓的头端主

要游离在血管中!超声观察其横断面呈*牛眼+征!这说明栓头

型血栓的近心端与血管壁无粘连!周围存在血液流动的空间!

因此其血管管径和血流动力学改变相对较小&而普通型血栓无

论近心端还是远心端都与血管壁相连!周围几乎没有血液流动

的空间!血液淤滞!血管管径扩张-

!8

.

!而另一方面血液淤滞致

使血液中的炎性成分堆积!导致血管炎症-

!&

.

!血管管径进一步

扩张"当然!创伤引起机体的变化也是比较复杂的!这里讨论

的只是作者认为两组血管管径和血流动力学改变的主要原因!

其进一步的理论依据!仍需探讨"

一般经过
!

!

=9

!栓头回声逐渐减低!直至消失!栓头消失

后!此时的血栓与普通型血栓在形态上无明显区别"根据以上

观察分析!在血栓的发展过程中!栓头型血栓可向普通型血栓

转化"本研究对两组血栓的治疗效果发现!栓头型血栓在治疗

早期效果比较明显!后期效果与普通型血栓比较无差别!而就

临床治疗而言!治疗介入越早!效果越明显!由此分析!栓头型

血栓是一种比普通型血栓更早的血栓表现形式!甚至可以称为

超早期血栓"当临床溶栓不及时时!栓头型血栓将继续发展成

为普通型血栓!此时两组治疗效果无明显差别"本组病例观察

的范围是急性创伤合并骨折患者!栓头型急性深静脉血栓是否

与创伤骨折病因有关!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总之!超声不仅可以清晰的显示下肢静脉血栓的形态'部

位!还可以根据血栓的声像图特征!区别血栓类型及分期!从而

提高诊断静脉血栓的正确性"正确认识静脉血栓的不同时期!

对血栓的临床治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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