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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对建立主动脉瓣简化模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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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应用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ＲＴ３ＤＴＥＥ）及其定量软件对主动脉瓣（ＡＶ）三维结构的重要参数进行测

量，分析各部分的形态及生理特点，进一步建立 ＡＶ简化模型，为 ＡＶ成形环的设计提供客观依据。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９５例行ＲＴ３ＤＴＥＥ检查的主动脉根部正常的人群，采集主动脉根部实时三维全容积图像，应用ＱＬＡＢ７．０瓣环定

量分析软件测量舒张末期、收缩中期、收缩末期及舒张中期的三维ＡＶ的重要参数，包括窦管交界直径（Ｓ）、相邻瓣膜交界的距离

（Ｌ、Ｒ、Ｎ）、瓣膜交界构成三角形外接圆直径（Ｊ）、ＡＶ高度（Ｈ）、ＡＡ长径（Ａ）、ＡＡ短经（Ｂ）及ＡＡ偏心率（Ｂ／Ａ）。分析三维ＡＶ底

部与ＡＡ的延续关系，简化三维ＡＶ各结构特点，建立几何模型。结果　各参数均以舒张末期为例，窦管交界为（２６．３±３．３）ｍｍ，

三维ＡＶ高度为（１２．４±１．９）ｍｍ，ＡＡ长径、短经分别为（２５．９±２．７）、（１９．８±２．０）ｍｍ，相邻瓣膜交界间距离Ｌ、Ｒ、Ｎ均为

（２１．６±２．５）ｍｍ，三者所构成的图形近似等边三角形。比较相邻周期时相的窦管交界直径、ＡＶ高度、ＡＡ长径、三个相邻瓣膜交

界间距离及它们的外接圆直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舒张末期与收缩中期 ＡＡ短径及 ＡＡ短径与长径比值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结论　ＲＴ３ＤＴＥＥ及瓣环定量分析软件能准确测量ＡＶ各部分的大小并显示其形态，及其在

不同周期时相间的变化，进而三维ＡＶ形态的简化与重建。

［关键词］　主动脉瓣环；实时；成像，三维；超声心动描记术，经食管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５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８３４８（２０１６）３６５０９５０３

犛狋狌犱狔狅狀狋犺犲犲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犿犲狀狋狅犳犪狊犻犿狆犾犻犳犻犲犱犿狅犱犲犾狅犳犪狅狉狋犻犮狏犪犾狏犲犫狔狉犲犪犾狋犻犿犲狋犺狉犲犲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犲犮犺狅犮犪狉犱犻狅犵狉犪狆犺狔

犔犻狌犌犪狅狔狌犪狀
１，犔犻狀犕犻狀１△，犛犺犻犡狌犲犵狅狀犵

２

（１．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犆犪狉犱犻犪犮犛狌狉犵犲狉狔；２．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犝犾狋狉犪狊狅狌狀犱犚狅狅犿，狋犺犲犉犻狉狊狋犃犳犳犻犾犻犪狋犲犱

犎狅狊狆犻狋犪犾狅犳犃狀犺狌犻犕犲犱犻犮犪犾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犎犲犳犲犻，犃狀犺狌犻２３００２２，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犗犫犼犲犮狋犻狏犲　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ｎｕｌｕ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ｈｙ（ＲＴ３ＤＴＥ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ｎｕｌｕｓ．犕犲狋犺狅犱狊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９５ｃａ

ｓ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ＲＴ３ＤＴＥ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ａｏｒｔｉｃｒｏｏｔ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ｉｎｆｏｕｒｃａｒｄｉａｃｃｙｃｌ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ｉｎｕｓｔｕｂｅ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ｄ

ｊａｃｅｎｔｖａｌｖｅ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Ｌ，Ｒａｎｄ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Ｊ），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ｎｕｌｕｓｈｅｉｇｈｔ（Ｈ），ｌｏ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ｓｈｏｒｔｄｉ

ａｍｅｔｅｒ（Ｂ）ａｎｄ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Ｂ／Ａ）ｏｆｔｈｅ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ＱＬＡＢ７．０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Ｉｎｔｈｅ３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ｏｆ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ａｎｄ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ｎｕｌｕ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ｏｒｔｉｃ

ｖａｌｖｅｗｅｒ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犚犲狊狌犾狋狊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ｅｗｅｒｅ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ｓｉｎｕｓｔｕｂｅ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２６．３±３．３）ｍｍ，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ｎｕｌｕｓｈｅｉｇｈｔ（１２．４±１．９）ｍｍ，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ｌｏ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２５．９±２．７）ｍｍａｎｄ（１９．８±２．０）ｍｍ，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ｖａｌｖｅ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Ｌ，ＲａｎｄＮ）ａｌｌｗａｓ（２１．６±２．５）ｍｍ．

Ｔｈｅｓｅｔｈｒｅ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ｅｑｕ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ｃｙｃｌ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ｓｉｎｕｓｔｕｂｅ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ｖａｌｖｅ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ｎｕｌｕｓｈ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ｌｏ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犘＞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ｓｈｏｒ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ｌｏｎｇ

ｓｈｏｒ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ｏｓｅａｔｔｈｅｅ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ｅ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ａｔｔｈｅｍｅｄｉｕｍｓｙｓｔｏｌｅ（犘＜０．０１）．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ＲＴ３ＤＴＥＥｃａｎａｃｃｕ

ｒａｔｅｌ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ｅａｃｈ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ａｎｄｄｉｓｐｌａｙｉｔｓ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ｎｌｕｓ．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ａｏｒｔｉｃａｎｎｕｌｕｓ；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ｒａｎｓ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主动脉瓣成形术是治疗主动脉瓣（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ＡＶ）器质

性病变的一种外科治疗方法，但由于 ＡＶ结构功能复杂，修复

技术要求高，难度大等因素，致使其发展缓慢。近年来，影像检

查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对ＡＶ结构功能的认识，瓣膜修复技术的

发展也拓展了ＡＶ成形术的适用范围，此外随着体外循环技术

的改进，能提供足够的时间完成各种修复手术，致使 ＡＶ成形

术再次成为研究热点［１］。传统的 ＡＶ成形术包括瓣叶成形及

瓣环成形，常见的瓣叶成形术包括瓣叶中部折叠术、瓣叶游离

缘缩短重塑术、瓣叶削薄及自体或异体材料修复或置换瓣叶等

术式。常见的瓣环成形术有交界缝合、成形环成形等。而Ｙａ

ｃｏｕｂ术及Ｄａｖｉｄ术的术式相对固定，适用范围相对更广，但技

术要求高，限制了手术的广泛应用。目前主动脉瓣环（ａｏｒｔｉｃ

ａｎｎｕｌｕｓ，ＡＡ）成形术在ＡＶ成形体系中的重要性已被认可，临

床研究证实环的效果优于缝线交界成形［２］。近年来出现的

ＡＶ成形环在国外已经应用于临床，并取得良好的早期效

果［３８］，但在我国却鲜有报道。本文应用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

心动图（ＲＴ３ＤＴＥＥ）对主动脉根部正常的成人 ＡＶ各结构进

行测量与简化，进而重建其几何形态，为 ＡＶ成形环的设计提

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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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于安徽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超声心动图室行ＲＴ３ＤＴＥＥ检查的健

康成人９５例，男５２例，女４３例；年龄１８～８０岁，平均（５３．４±

１４．３）岁。排除检查时房颤发作、二叶及四叶ＡＶ畸形、主动脉

瓣叶病变、主动脉根部病变（如扩张）及各种原因致使采集图像

不清晰或不连续的病例。其中，单纯房间隔缺损４例，其余９１

例无可见的心脏器质性病变。

１．２　主要仪器与方法　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Ｅ３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Ｘ７２Ｔ经食管实时三维矩阵探头，频率２～７ＭＨｚ。ＲＴ３Ｄ

ＴＥＥ图像数据脱机分析采用ＰｈｉｌｉｐｓＱＬＡＢ７．０超声工作站。

所有图像采集、分析均由同一人完成，并采用盲法原则。安静

状态下，患者取左侧卧位，连接同步心电图。探头进入食道深

度约３５ｃｍ，在左室长轴观方位上得到主动脉根部的双平面二

维图像，调整其位置、增益，使主动脉根部（自左室流出道至升

主动脉近端）清晰显像。启动“全容积（Ｆｕｌｌｖａｌｉｕｅ）”模式，嘱患

者屏气，在心电信号触发下，连续采集４个心动周期１５°×６０°

的窄角三维图像，叠加形成６０°×６０°的宽角“金字塔”形三维数

据库。

１．３　测量方法　测量时相的确定参考同步心电图及二尖瓣

ＡＶ开闭状态。将两个截面置于与主动脉根部长径平行的中

间位置，在长轴面测量的数据可能偏小［９］，因此除 ＡＶ高度外

其余数据均在于同一长轴切面垂直的短轴面（横截面）进行测

量。测量内容如下：（１）窦管交界直径（Ｓ）：主动脉窦与升主动

脉交界处的直径；（２）相邻瓣膜交界距离（Ｌ、Ｒ、Ｎ）：短轴面刚好

显露３个瓣膜交界影像时的相邻瓣膜交界距离，见图１Ａ；（３）

ＡＡ：瓣叶附着缘最低点构成的虚拟环，该环长径（Ａ）短经（Ｂ），

见图１Ｂ、Ｃ；（４）ＡＶ高度（Ｈ）：ＡＡ平面与３个瓣膜交界所在平

面之间的垂直距离。计算内容包括 ＡＡ短径与长径比值（Ｂ／

Ａ），以及３个相邻瓣膜交界连线所构成的三角形外接圆直径

（Ｊ），见图１Ａ中的绿环，计算采用公式：Ｄ＝２ＬＲＮ／［（Ｌ＋Ｒ＋

Ｎ）（Ｌ＋Ｒ－Ｎ）（Ｒ＋Ｎ－Ｌ）（Ｌ＋Ｎ－Ｒ））１／２］。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集数据均为计量资料，收入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４

工作簿，以狓±狊表示，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不

同心动周期中各参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狋检验，以犘＜０．０１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主动脉根部测算结果　ＡＶ各部分测量结果见表１，ＡＶ

各部分在心动周期中协调运动，相邻瓣膜交界间距离Ｌ、Ｒ、Ｎ

在同一周期时相中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所

构成的图形近似等边三角形。

２．２　相邻周期时相主动脉各指标比较　相邻周期时相中的窦

管交界直径、ＡＶ高度、ＡＡ长径、三个相邻瓣膜交界间距离及

它们的外接圆直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但

ＡＡ短经及ＡＡ短径与长径比值，在舒张末期与收缩中期的测

量结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见表２。

２．３　主动脉窦与ＡＡ的延续关系　依据长轴可将ＡＡ分为对

称的两部分，其中左冠状动脉窦和无冠状动脉窦在ＡＡ的同一

侧近似对称分布，右冠状动脉窦在另一侧中点附近（图１Ｄ、

Ｅ、Ｆ）。

２．４　ＡＶ简化模型的建立　以实验测得的舒张末期数据为

例，ＡＶ顶部简化为圆形，舒张末期直径为２６ｍｍ，ＡＡ长径为

２６ｍｍ，短径为２０ｍｍ，ＡＶ高度为１２ｍｍ。瓣膜交界外接圆

和ＡＡ的中心在同一直线并垂直于两环平面，建立简化的ＡＶ

几何模型。见图２。

图１　　ＡＶ各测量平面的ＲＴ３ＤＴＥＥ影像

表１　　主动脉根部测算结果（狓±狊）

心动周期 Ｓ（ｍｍ） Ｈ（ｍｍ） Ａ（ｍｍ） Ｂ（ｍｍ） Ｂ／Ａ Ｌ（ｍｍ） Ｒ（ｍｍ） Ｎ（ｍｍ） Ｊ（ｍｍ）

ＭＳ ２６．９±３．３ １２．７±２．０ ２５．８±２．７ ２０．７±２．１ ０．８０±０．０５８ ２２．２±２．６ ２２．３±２．５ ２２．５±２．５ ２５．８±２．８

ＥＳ ２６．９±３．４ １２．９±２．５ ２５．５±２．４ ２０．０±１．８ ０．７９±０．０６１ ２２．３±２．５ ２２．４±２．５ ２２．４±２．６ ２５．８±２．９

ＭＤ ２６．８±３．５ １２．７±１．９ ２５．７±２．４ １９．３±１．８ ０．７５±０．０５６ ２１．７±２．６ ２１．７±２．４ ２１．８±２．５ ２５．１±２．８

ＥＤ ２６．３±３．３ １２．４±１．９ ２５．９±２．７ １９．８±２．２ ０．７７±０．０６６ ２１．６±２．５ ２１．６±２．５ ２１．６±２．５ ２５．０±３．０

　　ＭＳ：收缩中期；ＥＳ：收缩末期；ＭＤ：舒张中期；ＥＤ：舒张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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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相邻心动周期时相测量结果比较的犘值

相邻心动周期时相比较 Ｓ Ｈ Ａ Ｂ Ｂ／Ａ Ｌ Ｒ Ｎ Ｊ

ＥＤ狏狊．ＭＳ ０．３３２ ０．２９９ ０．７７６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１ ０．０５３

ＭＳ狏狊．ＥＳ ０．９８４ ０．４７２ ０．２６２ ０．０１４ ０．１０１ ０．８９４ ０．９４０ ０．６８１ ０．８５９

ＥＳ狏狊．ＭＤ ０．６７９ ０．４８０ ０．６４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７９ ０．０５３

ＭＳ狏狊．ＭＤ ０．７５８ ０．９１９ ０．５４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５０

　　ＭＳ：收缩中期；ＥＳ：收缩末期；ＭＤ：舒张中期；ＥＤ：舒张末期。

图２　　ＡＶ简化模型

３　讨　　论

　　主动脉根部为一结构复杂，层次叠覆，活动快速的功能复

合体。传统的２ＤＴＥＥ难以全面显示其立体结构。随着计算

机的飞速发展，图像处理速度与数据存储量大大提高。最近出

现的ＲＴ３ＤＴＥＥ技术已在２１世纪初正式进入临床应用，它

不仅可以从任意角度观察 ＡＶ数目、形态及活动，同时可以更

加详细、立体地观察ＡＶ周围结构及比邻情况
［１０］；还能够实时

地显示主动脉根部各结构的形态、厚度、腔径、方位、走向、空间

关系特别是活动状况等［１１］。与ＣＴＡ技术相比，ＲＴ３ＤＴＥＥ

的组织轮廓对比度较低但总体效果尚满意，另外无需造影剂，

可避免造影剂带来的潜在风险和相应的不良反应，患者也易于

接受。

主动脉根部结构在心动周期中的变化有重要的生理意义，

对于ＡＶ成形环的设计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收缩中期 ＡＡ

短径及短径与长径比值与舒张末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ＡＡ短径在整个心动周期中的变化幅度最大。该

变化可能与心动周期中ＡＶ所承受的压力变化有关，收缩期时

ＡＡ短径与长径比值的增大，表明 ＡＡ变得更加接近圆形，此

变化增大了血流通过面积。有研究表明，ＡＡ环面积增加约

５％
［１２］，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降低左心室后负荷。但ＡＡ的周长

并无明显变化［１３］。而舒张期ＡＡ短径的缩小可以有效增加瓣

叶对合高度，防止ＡＶ反流（ＡＩ）的发生。

本研究中瓣膜交界所构成三角形的外接圆（Ｊ环）位于ＡＶ

三维结构的顶部，比窦管交界更能准确地反应立体的ＡＶ上口

的形态。有报道将此处定义为窦管交界［１４］。事实上此处并未

到达窦顶部，本研究将窦顶部定义为窦管交界，两者测量值相

差１～２ｍｍ，此差异可能是由于测量时受瓣膜交界本身的影

响所致。

有研究者利用健康成年人主动脉根部 ＣＴ 血管造影

（ＣＴＡ）图像对主动脉根部形态进行研究并建立模型，表现为

三个近似椭圆的主动脉窦嵌入一个圆柱状的主动脉管道中的

形态。其上端为窦管交界近似圆形，底部为ＡＡ形态近似椭圆

形［４］，与本研究所建立的 ＡＶ简化模型相似。本研究建立的

ＡＶ简化模型可为ＡＶ成形环的形态设计提供参考，目前国外

所设计的 ＡＶ成形环为内置硬质立体环（ＨＡＡＲＴ３００），其底

部形态设计为椭圆形，短长径比为２∶３，该环缝合在ＡＶ叶附

着缘下方，以恢复并控制瓣环的生理形态［１５１６］。

ＡＶ成形术应具备相对简捷的术式和相对持久的成形效

果，目前的术式尚难以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设计成形环用于

ＡＶ成形术有望解决这一问题。国外的研究虽已完成模型建

立、成形环设计、动物实验及临床试验等步骤［１５１８］，但在设计、

选材、植入部位及术后早期效果等方面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术

后随访２～３年，早期效果尚满意。再次手术的主要原因是植

入的成形环或保留过长的线结与瓣膜摩擦而导致的瓣膜损

伤［１５］。此外，在成形环的材料选择上，也存在争议［１９２１］。总

之，ＡＶ成形环成形术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有较高的研究

价值。

综上所述，ＲＴ３ＤＴＥＥ及瓣环定量分析软件能准确测量

ＡＶ各部分的大小，并显示其形态及其在不同周期时相间的变

化，进而实现瓣环形态的简化与重建，为 ＡＶ成形环的设计提

供客观、准确的依据。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收集

的样本量有限；此外，该模型仅为成形环的形态设计提供初步

参考，最终的ＡＶ成形环有待于在动物实验、离体心脏试验甚

至临床试验中不断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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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阿托伐他汀强化疗法能够明显降低高血压并发

ＳＴ段抬高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血压及ＬｐＰＬＡ２水平，改善患者

心脏功能，值得临床推广。此外，阿托伐他汀的临床使用已有

２０年之久，其安全性已得到临床实践的证实，具有安全、可靠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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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ｌａｔｅ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ｈｏｍ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Ｆｉｎｎｈｏｍｅｓｔｕｄｙ［Ｊ］．ＪＨｙ

ｐｅｒｔｅｎｓ，２０１４，３２（３）：５１８５２４．

［８］ ＳｔｅｒｇｉｏｕＧＳ，ＡｓａｙａｍａＫ，ＴｈｉｊｓＬ，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

ｗｈｉｔｅｃｏａｔａｎｄｍａｓｋｅｄ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ｏｆＨｏｍｅ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１４，６３（４）：６７５６８２．

［９］ＳｍｉｔｈＳＭ，ＧｏｎｇＹ，ＨａｎｄｂｅｒｇＥ，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ｒｏ

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Ｊ］．Ｊ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

２０１４，３２（３）：６３５６４３．

［１０］于辉，赵阳．非ＳＴ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介入治疗时机

的选择临床分析［Ｊ］．中国现代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４（１３）：

６２６４．

［１１］李明．血清ＬｐＰＬＡ２、ｈｓＣＲＰ和Ｄ二聚体在冠心病患者

冠脉病变程度中的评估价值［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５，４４（９）：

１２１５１２１７，１２２０．

［１２］程清．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Ａ２和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关系的研究［Ｊ］．检验医学，

２０１５，３０（１）：４０４３．

［１３］姜文，李红云，纪晓军，等．丁苯酞对急性脑梗死患者血清

高敏Ｃ反应蛋白和脂蛋白相关磷脂酶 Ａ２水平的影响

［Ｊ］．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２０１３，２７（１１）：１１０８１１０９．

［１４］张亮，刘亚杰，贺雄军，等．ＣＤ６２Ｅ＋微颗粒水平与急性脑

梗死患者病情严重程度、预后及血管危险因素关系［Ｊ］．

中华神经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３（４）：３８８３９２．

［１５］郭素萍，张霞，高传玉．大剂量瑞舒伐他汀对急性心肌梗

死患者血清高敏 Ｃ反应蛋白、ＭＭＰ９及心功能的影响

［Ｊ］．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３，４８（６）：８３６８３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２６）

（上接第５０９７页）

［９］ 康，唐红，宋海波，等．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对主

动脉瓣环径测量位点的初步研究［Ｊ］．中华胸心血管外科

杂志，２００９，１８（１２）：１０３０１０３３．

［１０］陈华，黄新苗，赵仙先，等．６４层螺旋ＣＴ对主动脉根部结

构形态的评价［Ｊ］．介入放射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０（３）：１８１

１８４．

［１１］王新房．三维超声心动图的临床应用及其发展前景［Ｊ］．

放射学实践，２０００，１５（３）：１６８１６９．

［１２］ＣｒｏｏｋｅＰＳ，ＢｅａｖａｎＬＡ，ＧｒｉｆｆｉｎＣＤ，ｅｔ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ａｎｎｕ

ｌｏｐｌａｓｔｙｒｉｎｇ［Ｊ］．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ｈｉｌａ），２０１３，８（５）：３６４

３７０．

［１３］任奔，康，唐红．经食管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对主动脉

瓣环形态的可视化定量研究［Ｊ］．西部医学，２０１３，２５（４）：

５０７５１０．

［１４］任奔，唐红．主动脉瓣环及邻近解剖结构的再认识与研究

进展［Ｊ］．西部医学，２０１４，２６（１２）：１７３６１７３８．

［１５］ＭａｚｚｉｔｅｌｌｉＤ，ＰｆｅｉｆｆｅｒＳ，ＲａｎｋｉｎＪＳ，ｅｔａｌ．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ｔｒｉａｌ

ｏｆｂｉｃｕｓｐｉｄ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ｒｅｐａｉ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ｂｙ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ｒｉｎｇａｎｎｕｌｏｐｌａｓｔｙ［Ｊ］．Ａｎｎ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５，９９（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１６］ＭａｚｚｉｔｅｌｌｉＤ，ＳｔａｍｍＣ，ＲａｎｋｉｎＪＳ，ｅｔａｌ．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ｒｉｎｇａｎｎｕｌｏｐｌａｓｔｙｆｏｒ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

ｒｅｐａｉｒ：ａ４ｃｅｎｔｅｒｐｉｌｏｔｔｒｉａｌ［Ｊ］．ＪＴｈｏｒａ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２０１４，１４８（１）：１６８１７５．

［１７］ＭａｚｚｉｔｅｌｌｉＤ，ＳｔａｍｍＣ，ＲａｎｋｉｎＪＳ，ｅｔａｌ．Ｌｅａｆｌｅｔｒｅ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ｒｅｐａｉｒ［Ｊ］．ＡｎｎＴｈｏ

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４，９８（６）：２０５３２０６０．

［１８］ＲａｎｋｉｎＪＳ，Ｂｏｎｅ ＭＣ，ＦｒｉｅｓＰＭ，ｅｔａｌ．Ａｒｅｆｉｎｅｄｈｅｍｉ

ｓｐｈｅ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ｈｕｍａｎ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ａｎｄｒｏｏｔｇｅ

ｏｍｅｔｒｙ［Ｊ］．ＪＴｈｏｒａ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３，１４６（１）：１０３

１０８．

［１９］ＦａｔｔｏｕｃｈＫ，ＳａｍｐｏｇｎａｒｏＲ，ＳｐｅｚｉａｌｅＧ，ｅｔａｌ．Ｎｅｗ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ｆｏｒ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ｎｕｌｕｓ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ｕｓｉｎｇａ

ｈａｎｄｍａｄｅ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ｒｉｎｇ［Ｊ］．Ａｎｎ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１，９１

（４）：１１５４１１５８．

［２０］ＭｖｅＭｖｏｎｄｏＣ，ＮａｒｄｉＰ，ＢａｓｓａｎｏＣ，ｅｔａｌ．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ａｏｒｔｉｃｖａｌｖｅｒｅｇｕｒｇ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ｔｏ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ａｏｒｔａａｎｅｕｒｙｓｍ：ｉｓａｄｊｕｎｃｔｉｖｅｓｕｂｃｏｍｍｉｓｓｕｒａｌａｎｎｕｌｏｐｌａｓ

ｔ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Ｊ］．Ａｎｎ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３，９５（２）：５８６

５８９２．

［２１］ｄｅＫｅｒｃｈｏｖｅＬ，ＶｉｓｍａｒａＲ，ＭａｎｇｉｎｉＡ，ｅｔａｌ．Ｉｎｖｉｔｒｏ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ｏａｏｒｔｉｃ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ｌｏｐｌａｓｔｙ［Ｊ］．ＥｕｒＪ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Ｓｕｒｇ，２０１２，４１（５）：

１１１７１１２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７２２　修回日期：２０１６０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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