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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频超声在类风湿性关节炎腕关节早期病变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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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高频超声影像学在类风湿性关节炎（ＲＡ）腕关节病变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２０１２年６～１２月收治的７８例ＲＡ患者（ＲＡ组）腕关节采用彩色超声诊断仪检测，对照同期５０例健康体检人群（健康对照组），观

察记录各解剖结构的声像图表现及双侧腕关节滑膜的厚度；应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及彩色多普勒能量图技术检测关节滑膜的

血流特点：滑膜动脉阻力指数（ＲＩ）及搏动指数（ＰＩ），按Ａｌｄｅ半定量法将滑膜血流丰富程度分为０～３级并探讨其与ＲＩ及ＰＩ的相

关性，观察高频超声对ＲＡ腕关节早期病变的临床诊断价值。结果　（１）超声显示ＲＡ组腕关节存在关节积液（６５例，１２２个）、周

围炎性渗出（３４例，７０个）、滑膜增生（７８例，１５３个）、血管翳（３７例，６９个）及关节面不规则骨质侵蚀（２９例，５８个）。ＲＡ组腕关节

滑膜厚度（３．５０±１．３７）ｍｍ，健康对照组腕关节滑膜厚度（１．４６±０．３２）ｍｍ，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２）６４例关

节滑膜可探及血流信号，其中ＲＩ随着血流分级的增加而逐级减低，与血流分级呈负相关（狉＝－０．７９，犘＜０．０５）；ＰＩ随血流分级增

加变化不大，二者无相关性；（３）与血清类风湿因子（ＲＦ）水平及Ｘ线片检查相比，超声检查对ＲＡ的检出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结论　手腕部超声检查能较好地显示ＲＡ患者的病理改变，较血清ＲＦ水平检测和Ｘ线片检测更为敏感，可以提

高临床ＲＡ患者病变检出率，促进其早期诊断及合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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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风湿性关节炎（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ＲＡ）是一种常见的

关节组织慢性炎症病变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较早受累手腕关

节。手腕关节是发现早期ＲＡ病变较敏感的部位，其病理特点

多以受累关节的滑膜炎、腱鞘炎、关节积液以及不同程度的骨

侵蚀为特征，晚期甚至可累及心、肺、肾等脏器［１］。由于ＲＡ常

累及手腕关节导致晚期具有一定的致残率，因此及早诊断并治

疗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Ｘ线片无法发现早期手腕关节的滑

膜炎、关节周围炎性渗出及早期骨破坏，限制了其在ＲＡ早期

诊断中的价值及应用［２］，而高频超声检查可以对软组织进行良

好的对比，同时可以清楚地分辨关节内各种软组织结构特点，

在关节病变评价方面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３］。因此，本

研究对未经治疗的ＲＡ患者和健康志愿者腕关节应用彩色多

普勒超声进行观察分析，旨在探讨超声在ＲＡ早期诊断中的应

用价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６～１２月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首诊的 ＲＡ患者７８例（ＲＡ组），其中男

２２例，女５６例，年龄２４～７０岁，平均（４７．３±３．６）岁；病程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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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时间为（０．６～２３．０）年，平均（６．１±０．９）年，根据病程分为两

组：病程小于２年组３６例，病程大于或等于２年组４２例。所

选患者符合１９８７年美国风湿病协会修订的ＲＡ诊断标准，主

要临床表现为：关节肿胀、关节疼痛、活动受限，伴有晨僵；无其

他结缔组织疾病。选择同期该院健康体检者５０例（健康对照

组），其中男１２例，女３８例；年龄２０～７１岁，平均（４５．３±２．８）

岁；手腕部关节均无肿胀、疼痛等病史。两组在性别、年龄等方

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检测仪器　飞利浦公司ＩＵ２２（Ｐｈｉｌｉｐｓ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Ｂｏ

ｒｈｅｌｌ，ＷＡ）超声诊断仪，检测参数：５～１２ＭＨｚ线阵探头，骨骼

肌肉低速血流条件。

１．３　方法　纳入研究的两组受试者均由专业受训人员进行检

测，严格按照仪器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受检者将双手平放于

检查床上，双侧腕关节分别放置超声探头检查。从受检关节背

面桡骨远端开始采用不同角度进行观察，并记录关节腔及肌腱

周围有无积液，关节面是否光滑，有无骨质破坏，腱鞘结构及回

声特点，滑膜回声特点及滑膜厚度（于滑膜最厚处测量）。观察

滑膜血流信号并进行分级，同时测定滑膜动脉阻力指数（ＲＩ）和

搏动指数（ＰＩ），每个受检关节于３个不同部位分别测定并取均

值。所有ＲＡ患者均同时进行上述关节的Ｘ线片检查及血清

类风湿因子（ＲＦ）水平检测。ＲＦ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所

有测定试剂均来自德国实验诊断有限公司试剂盒，操作均严格

按照操作说明书，ＲＦ阳性值为：＞１５Ｕ／ｍＬ。

１．４　滑膜血流分级　滑膜血流信号采用 Ａｌｄｅ半定量分级方

法分为０～３级
［４］，其中血流０级：滑膜内无血流信号；血流１

级：滑膜内１～２处可见血流信号，信号呈点状；血流２级：滑膜

内可见３～４处血流信号，信号呈短条状分布且不超过滑膜面

的５０％；血流３级：滑膜内可见多处血流信号，信号呈树枝状

及网状分布且超过滑膜面的５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处理，

计量资料以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ＲＡ患者超声检查结果　７８例ＲＡ患者（１５６个关节）的

超声检出结果包括关节积液、关节周围炎症渗出、滑膜增生、血

管翳以及骨质增生等异常表现，见表１。其中７８例腕关节滑

膜增厚的患者中５７例不均匀低回声，２１例不均匀高回声（图

１Ａ），滑膜厚度为（１．８０～６．５５）ｍｍ，平均（３．５０±１．３７）ｍｍ；５０

例健康对照组（１００个关节）滑膜厚度为（１．２０～１．９７）ｍｍ，平

均（１．５３±０．２０）ｍｍ；ＲＡ组与健康对照组腕关节滑膜厚度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１５．２６，犘＝０．０１）。

表１　　ＲＡ患者超声表现及受累关节［狀（％）］

表现 患者 受累关节

关节积液 ６５（８８．３） １２２（７８．２）

周围炎症渗出 ３４（４３．６） ７０（４４．９）

滑膜增生 ７８（１００．０） １５３（１００．０）

血管翳 ３７（４７．４） ６９（４４．２）

骨质侵蚀 ２９（３７．２） ５８（３７．２）

２．２　腕关节滑膜血流分级与ＲＩ、ＰＩ的相关性　６７例ＲＡ患者

中可探及滑膜血流信号（图１Ｂ～Ｄ），依据 Ａｌｄｅ半定量分级方

法，腕关节滑膜血流分级及其与ＲＩ、ＰＩ的比较，见表２。相关性

分析显示，ＲＩ随滑膜血流分级增加而逐级减低，血流分级与ＲＩ

呈负相关（狉＝－０．７９，犘＜０．０５），见图２；而ＰＩ随滑膜血流分级

增加其变化不明显，血流分级与ＰＩ无明显相关性（犘＞０．０５）。

表２　　ＲＡ患者腕关节滑膜血流参数分析（狓±狊）

血流分级 腕关节（狀） ＲＩ ＰＩ

０级 ７ － －

１级 ４７ ０．５４±０．０４ １．６７±０．６４

２级 ５９ ０．４８±０．０７ １．７７±０．５２

３级 ４３ ０．４２±０．０６ １．８３±０．５３

　　－：此项无数据。

　　Ａ：腕关节滑膜增厚；Ｂ：滑膜血流１级；Ｃ：滑膜血流２级；Ｄ：滑膜血流３级。

图１　　ＲＡ患者超声表现

图２　　ＲＡ患者滑膜血流分级与滑膜动脉ＲＩ

相互关系散点图

２．３　ＲＡ组患者超声检查与血清类风湿因子（ＲＦ）水平及 Ｘ

线片检查比较　ＲＡ组血清ＲＦ水平检查发现，３１例（３９．７％）

患者血清ＲＦ水平阳性，超声发现全部（１００．０％）患者滑膜增

生，病程小于２年及病程大于或等于２年ＲＡ患者，超声检查

同血清ＲＦ水平检查在检出率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见表３。ＲＡ组Ｘ线片检查发现２８例患者关节有

骨侵蚀，超声检查发现２９例患者关节有骨侵蚀。在病程小于

２年，超声对骨侵蚀的检出率同Ｘ线片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４。

表３　　ＲＡ患者超声检查与血清ＲＦ水平检查比较［狀（％）］

病程 狀 血清ＲＦ阳性 超声ＲＦ阳性 χ
２ 犘

＜２年 ３６ １３（３６．１） ３６（１００．０） ９．２７ ０．０３

≥２年 ４２ １８（４２．９） ４２（１００．０） ４．６９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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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ＲＡ患者超声检查与Ｘ线片检查比较［狀（％）］

病程 狀 Ｘ线片阳性 超声阳性 χ
２ 犘

＜２年 ３６ ５（１３．９） １０（２７．８） ７．２５ ０．０４

≥２年 ４２ ２３（５４．８） １９（４５．２） １．０４ ０．６８

３　讨　　论

ＲＡ大多自手足小关节开始，常为多发性、对称性，关节滑

膜的慢性炎性反应是ＲＡ的主要病理变化，初期多表现为滑膜

组织充血、水肿以及炎性浸润［５］，进而形成被覆于关节软骨面

的滑膜血管翳、软骨及骨组织遭受不同程度的“虫蚀样”侵蚀，

最终疾病进展至关节结构的破坏、关节畸形甚至功能丧

失［２，６］。正常关节腔内存在少量的滑膜液润滑关节组织，而

ＲＡ急性期可以导致关节腔内积液的明显增加。既往血清ＲＦ

水平的检测对ＲＡ虽然具有较高的灵敏度，但是却存在特异度

较差的弊端。高频彩色多普勒超声具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力，

是显示ＲＡ滑膜改变的敏感方法
［７］，本组研究中滑膜增生者

７８例，检出率达１００％，超声同血清ＲＦ水平检查在检出率方

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表明超声检查可以提

高ＲＡ的早期检出率；同时对于增厚的滑膜表面凹凸不平或虫

蚀状改变，多普勒超声亦能检出。对于关节腔积液的检查也具

有较高的灵敏度，甚至可检出少至１ｍＬ的液体
［８］，本组ＲＡ患

者共检出６５例关节积液，检出率可达８８．３％。血管翳在能量

型多普勒上显示为彩色血流信号［９］，通过彩色多普勒能量超声

仅发现３７例ＲＡ患者出现血管翳，检出率达４７．４％，考虑患者

多为ＲＡ首发处于疾病的初期，或者部分患者已自行接受过药

物的对症治疗，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血管翳等炎性反应表

现。血管翳被覆于关节软骨表面，进展期可侵蚀软骨和软骨下

骨造成骨质的囊性破坏改变。本组发现骨侵蚀者２９例，检出

率为３７．２％，超声表现为骨性关节表面回声呈现深浅不等或虫

蚀样的改变，并且在合并有关节积液时更为明显［１０］，与Ｘ线片

检查比较发现超声可以检测到更多的骨侵蚀关节，尤其对于病

程小于２年的ＲＡ患者，即在ＲＡ病程早期，超声比Ｘ线片更

容易检测到骨侵蚀；而对于骨侵蚀已较为明显的中、晚期ＲＡ

患者而言，超声检测骨侵蚀并不比Ｘ线片优越。因此超声可

弥补Ｘ线片对早期ＲＡ骨性诊断不甚敏感的不足，对关节的

骨性破坏可满足多方位的追踪观察。

目前对于ＲＡ的治疗多集中于病变早期的炎性反应抑制，

即要求对关节早期损伤做出精确的评估。滑膜炎作为ＲＡ最

早的病理改变，其检测对于ＲＡ病情进展的判断至关重要
［１１］。

传统的ＲＡ诊断多依靠Ｘ线片，但其无法直接显示早期ＲＡ的

关节腔积液、滑膜增生及血管翳形成等病变［１２］。而本研究应

用５～１２ＭＨｚ的探头频率进行活动期的ＲＡ腕关节检测发现

滑膜明显增厚，平均厚度为（３．５０±１．３７）ｍｍ；而对照组为

（１．５３±０．２０）ｍ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即腕部的超

声检查有利于提高病变的检出。增厚的滑膜以不均匀低回声

为主（５７／７８），与滑膜囊积液间有清晰的界限，膜血流信号多为

点状、条形或网状［１３］。本组研究发现，健康对照组正常滑膜组

织薄而回声均匀，滑膜内部未见血流信号（血流分级０级），而

ＲＡ组患者滑膜血流信号分级多为１～３级，且以２级最多

（３７．８％），提示滑膜炎性充血导致血管增多，ＲＡ病变正处活

动期。本研究还发现，少数ＲＡ患者显示出高回声的滑膜超声

影像，且无明显血流信号（血流信号０级）。该类患者与健康对

照组相比，有滑膜出现增厚、滑膜回声增高不均匀的超声影像

特点，提示该类患者处于滑膜组织增生纤维化后的炎性反应相

对静止期的可能［１４］。进一步对腕关节滑膜血流分级与ＲＩ、ＰＩ

的相关性分析发现，ＲＩ随滑膜血流分级增加而逐级减低，血流

分级与ＲＩ呈负相关（狉＝－０．７９，犘＜０．０５），提示ＲＩ与ＲＡ的

活动性有关。ＲＩ作为一项彩色多普勒超声中的常用参数，是

（收缩期峰值流速－舒张末期流速）／收缩期峰值流速的比

值［１１］。由于其具有不受声束以及血流夹角的影响，因此可以

客观地反映病变滑膜的血流动力学异常，其高低有助于评价

ＲＡ滑膜新生血管的形成状况
［１５］，可以作为一项准确的指标单

独或联合用于ＲＡ活动性的评估，进而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

帮助。

ＲＡ进展期受累关节滑膜血流增多、流速加快，提示血流

增多亦可能导致关节积液［１６］。但关节积液并非ＲＡ诊断的特

异性指标，因此临床中对于少量的积液应当注意与滑膜组织鉴

别，探头加压后不变形，同时高频彩色多普勒显像及能量多普

勒超声显示可探及内部血流信号即为滑膜组织［６，１５］。总之，手

腕部超声检查能够较好地显示ＲＡ患者病理改变，提高临床疑

似ＲＡ患者病变检出率，促进其早期诊断及合理治疗，值得推

广普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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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个较好选择。

综上所述，该院腹腔感染相关脓毒症患者的病原菌分布具

有自己的流行病学特点，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较严重，酶

抑制剂类、碳青霉烯类和糖肽类抗菌药物仍然是经验性抗感染

治疗的有效药物。在开始经验性抗菌治疗前，应尽早获得可靠

的病原学及药敏依据，为抗感染治疗的合理运用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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