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４２９ ／ ｊ ｃｎｋｉ ｃｊｃｒ ２０１５ ０３ ００６
基金项目： 广东省汕头市科技计划项目 （Ｆ２０１３０００５４）

·论　 著·

声学造影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对冠心病的诊断价值
曾欣１，　 王楚彬２，　 吴泽彬３

１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老年病科， 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０４１；
２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超声诊断科， 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０４１；
３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０４１

摘要： 目的　 评价声学造影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ＣＥ⁃ＲＴ３ＤＥ）在冠心病诊断中的应用及其价值。 方法 　 收集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住院拟诊为冠心病的患者 １２０ 例，均于经皮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ＣＡＧ）前行 ＣＥ⁃
ＲＴ３ＤＥ 定量分析。 步骤为先经正中静脉缓慢推注声学造影剂声诺维（ＳｏｎｏＶｕｅ），行心肌声学造影（ＭＣＥ），并结合

ＣＥ⁃ＲＴ３ＤＥ 图像获取整体心肌造影三维资料数据库，再联机或脱机对数据库进行分析处理做出诊断。 然后进行

ＣＡＧ 检查，对比分析 ＣＥ⁃ＲＴ３ＤＥ 与 ＣＡＧ 的结果。 结果　 以 ＣＡＧ 诊断为金标准，ＣＥ⁃ＲＴ３ＤＥ 诊断冠心病的敏感性为

９５． ８８％ （９３ ／ ９７），特异性为 ９５． ６５％ （２２ ／ ２３），阳性预测值 ９８． ９４％ （９３ ／ ９４），阴性预测值 ５６． ５２％ （２６ ／ ４６），准确性

为 ９５． ８３％ （１１５ ／ １２０）。 ＣＥ⁃ＲＴ３ＤＥ 对冠状动脉病变≥２ 支（２ 支 ＋ ３ 支）诊断的敏感性大于单支病变（１００． ０％ ｖｓ
８８． ２４％ ，Ｐ ＜ ０． ０５）。 结论　 ＣＥ⁃ＲＴ３ＤＥ 诊断冠心病敏感性、特异性及准确性高，无创，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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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经皮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ＡＧ）目前仍是冠心病诊断的“金标准”，但
因其是有创操作，可产生造影剂过敏、造影剂肾病等

副作用，对危急重症患者无法床旁即时检查以利于早

期快速诊断，故使用受限。 为弥补 ＣＡＧ 的缺陷，本研

究以 １２０ 例择期行 ＣＡＧ 患者为研究对象，于 ＣＡＧ 术

前行非侵入性检查心肌声学造影（ＭＣＥ）结合声学造

影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Ｅ⁃ＲＴ３ＤＥ）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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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定量分析，与 ＣＡＧ 的结果进行对比，探讨 ＣＥ⁃
ＲＴ３ＤＥ 对冠心病诊断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价

值、阴性预测价值、诊断符合率，明确 ＣＥ⁃ＲＴ３ＤＥ 在冠

心病诊断中的价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一般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住

院拟诊为冠心病的患者 １２０ 例，入选标准需符合：
（１）典型心绞痛症状的发作特点，结合患者存在的心

血管危险因素，除外其他原因所致的胸痛；（２）胸痛

发作时有心电图缺血性 ＳＴ⁃Ｔ 动态演变，或心电图运

动负荷试验为阳性改变。 发作时心电图检查如能发

现在以 Ｒ 波为主的导联中，ＳＴ 段下移，Ｔ 波低平或倒

置，症状缓解后能逐渐恢复者；（３）有明确的陈旧性

心肌梗死病史者；（４）稳定性心绞痛，内科治疗效果

不佳者；（５）不稳定性心绞痛，首先采取内科积极强

化治疗，一旦病情稳定，积极行 ＣＡＧ；内科药物治疗

无效或症状不缓解，或对于高危的不稳定性心绞痛患

者，以自发性为主伴有明显心电图的 Ｓ⁃Ｔ 段改变及梗

死后心绞痛者。 属于以下情况者不予入组：先心病、
严重心律失常、肝肺肾功能不全、明显心功能不全

（ＮＹＨＡ 分级≥３ 级）、造影剂过敏等。 １２０ 中男性

７２ 例，女性 ４８ 例；年龄 ４１ ～ ７９ 岁，平均 ６３ ４ 岁。 术

前完善各相关检查。
１ ２　 仪器与试剂　 采用 Ａｃｕｓｏｎ Ｓｅｑｕｏｉａ ５１２ 超声仪，
Ｍ３Ｓ 探头（１ ５ ～ ４ ０ ＭＨｚ），用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ＣＰＩ 程序，参
数调节为：机械指数（ＭＩ）０ ０８，频率 １ ５ ／ ３ １ ＭＨｚ，
Ｆｌａｓｈ 帧频为 ２５ 帧 ／ ｓ，聚焦位置位于二尖瓣环水平

处。 超声造影剂：采用 Ｂｒａｃｃｏ 公司生产的 ＳｏｎｏＶｕｅ
（声诺维），按说明配制成乳白色六氟化硫悬浮液，其
微泡浓度为 ２ × １０５ ～ ５ × １０８ 个 ／ ｍｌ，微泡直径为 １ ～
１０ μｍ（平均直径 ２ ５ μｍ，９０％ ＜８ μｍ），由同一训练

有素的操作者将造影剂经肘正中静脉 ３ ｍｉｎ 内匀速

缓慢推注完后，用 ５ ｍｌ 生理盐水以同样的速度冲管。
１ ３　 试验方法　 检查前准备：尽可能检查前 ２４ ｈ 停

用 β 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钙离子拮

抗剂及茶碱类药物。
１ ３ １　 ＣＥ⁃ＲＴ３ＤＥ 图像采集与分析　 受检者取左侧

卧位，连接心电图实时监测心率，行常规超声心动图

检查后，启动造影成像模式，设置好相应的造影条件；
操作者取心尖四腔观，随后注入造影剂，观察各心肌

节段内造影微泡信号强度的变化，待造影剂在心肌充

盈稳定后进行闪烁成像（ ｆｌａｓｈ ｉｍａｇｉｎｇ），以破坏心肌

内的造影剂微泡，当心肌内的信号强度从无到有再次

达到稳定后，采集 ２５ 个心动周期图像，然后迅速转至

心尖两腔及三腔观，同上进行图像采集，连续记录至

心肌显影消失为止。 依次采集胸骨旁左心室长轴、左
心室短轴、心尖四腔心、二腔心切面。 每例患者超声

检查的全部过程固定不变。 所有检查图像均记录在

光盘上，供脱机分析。 将存储的动态图像导入 Ｅｃｈｏ
ＰＡＣ ６ ０ 工作站，回放图像，根据同步记录的心电图

选取 Ｆｌａｓｈ 前后各个心动周期的舒张末期图像，获取

Ｆｌａｓｈ 后各心肌节段再充盈曲线，左室心肌节段与冠

状动脉供应区采用美国心脏超声学会提供的左室

１６ 段划分法：前间隔、后壁、前壁、侧壁、室间隔及下

壁。 其中前间隔、后壁各分为基底段及中间段，前壁、
侧壁、下壁及室间隔各分为基底段、中间段及心尖段。
１ ３ ２　 ＣＡＧ 检查及诊断标准　 （１）ＣＡＧ 检查：患者

于 ＣＥ⁃ＲＴ３ＤＥ 检查后于心导管室行 ＣＡＧ 术。 患者取

仰卧位，连接心电监护，记录患者基础心率、血压等。
常规消毒后采用经皮穿刺桡动脉方法，留置动脉鞘

管，依次送入超滑导丝及造影导管，导管到位后推注

碘必乐 ３７０，使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ＤＳＡ）方法进行

多体位投射。 观察造影剂应用过程中患者有无不适，
及血压、心率、心律及心电图变化。 （２）诊断标准：采
取 Ｊｕｄｋｉｎ 法进行评价，冠状动脉管腔狭窄直径≥
５０％ 为阳性，冠状动脉管腔狭窄直径 ＜ ５０％为阴性，
血管病变累及≥２ 支为多支病变。
１ 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７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 采用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准确性对诊断效能进行表述，对两种方法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Ｐ ＜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 １　 ＣＡＧ 术后合并症　 ＣＡＧ 术后有 ５ 例患者发生

急性肾功能不全，２ 例出现穿刺口出血，给予及时处

理后均好转。
２ ２　 ＣＥ⁃ＲＴ３ＤＥ 与 ＣＡＧ 结果比较　 以 ＣＡＧ 诊断为

金标准，依据表 １ 数据计算显示，ＣＥ⁃ＲＴ３ＤＥ 诊断冠

心病的敏感性为 ９５ ８８％ （９３ ／ ９７），特异性为 ９５ ６５％
（２２ ／ ２３），阳性预测值 ９８ ９４％ （９３ ／ ９４），阴性预测值

５６ ５２％ （２６ ／ ４６），准确性为 ９５ ８３％ （１１５ ／ １２０）。
２ ３　 ＣＥ⁃ＲＴ３ＤＥ 检查阳性改变与病变范围的关系　
ＣＡＧ 检查阳性患者中单支病变 ３４ 例， ２ 支病变

５８ 例，３ 支病变 ５ 例；ＣＥ⁃ＲＴ３ＤＥ 检查阳性患者中单

支病变 ３０ 例，２ 支病变 ５８ 例，３ 支病变 ５ 例。 ＣＥ⁃
ＲＴ３ＤＥ 对单支、２ 支、３ 支冠状动脉病变患者检出的

敏感性分别为 ８８ ２４％ （３０ ／ ３４）、１００％ （５８ ／ ５８） 及

１００％ （５ ／ ５），提示 ＣＥ⁃ＲＴ３ＤＥ 对冠状动脉病变≥２ 支

（２ 支 ＋ ３ 支）诊断的敏感性大于单支病变（８８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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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ｓ １００ ０％ ，Ｐ ＜ ０ ０５）。 ＣＡＧ 和 ＣＥ⁃ＲＴ３ＤＥ 检查冠脉

分支的阳性情况见表 ２。

表 １　 ＣＥ⁃ＲＴ３ＤＥ 与 ＣＡＧ 结果　 （例）

项目
ＣＡＧ

阳性 阴性
合计

ＣＥ⁃ＲＴ３ＤＥ 阳性 ９３ １ ９４
阴性 ４ ２２ ２６

合计 ９７ ２３ １２０

表 ２　 ＣＡＧ 与 ＣＥ⁃ＲＴ３ＤＥ 阳性结果分析　 （例）

病变范围 ＣＥ⁃ＲＴ３ＤＥ 阳性 ＣＡＧ 阳性

前降支 １１ １２
回旋支 ８ ９
右冠 １１ １３
前降支 ＋ 回旋支 ２３ ２３
前降支 ＋ 右冠 ２３ ２３
回旋支 ＋ 右冠 １２ １２
前降支 ＋ 回旋支 ＋ 右冠 ５ ５
合计 ９３ ９７

３　 讨　 论

随着世界人口的老龄化，冠心病发病率呈逐年攀

升趋势，然而目前有关数据表明，临床上进行冠脉造

影检查的患者中仅约有 １ ／ ２ 需要进行介入治疗，且大

多数只是为明确冠心病的诊断。 ＣＡＧ 检查是一种有

创性侵入性操作，价格昂贵，其有可能导致的严重并

发症发生率随患者的年龄增高而增加。 近年来 ６４ 排

螺旋 ＣＴ 血管成像（ＣＴＡ）及核素心肌显像等无创方

法亦体现了一定的临床价值，但这些技术同样需要使

用放射性核素等制剂，对肝肾功能不全、危重急症患

者同样不适用。 因此，临床迫切需要开发一种可靠、
简便易行的非侵入性方法用于冠心病的诊断。

实时 ＭＣＥ（ＲＴ⁃ＭＣＥ）是利用特制的声学微气泡

作为造影剂进行心肌灌注显像，采取瞬间高能量的脉

冲破坏心肌内的造影剂微泡，然后转为低能量脉冲发

射方式，可以实时地显示心肌内造影剂微泡的再充盈

过程，并可通过分析时间强度关系来评价心肌血流

量［１ － ２］，从心肌微循环水平反映局部心肌灌注、室壁

运动功能的新技术，是超声造影技术的发展与完善。
国外已从实验室研究走入临床阶段。 研究证实，连续

输注造影剂的 ＲＴ⁃ＭＣＥ 能够更加准确地界定无再流

或低再流区域，可准确地诊断冠心病、急性心肌梗死，
并准确判断患者预后，其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对心肌梗

死后微循环评估、存活心肌的判断以及心肌功能恢复

的预测等方面，从而对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起到关键

的指导作用。
ＲＴ⁃３ＤＥ 是近年来超声心动图领域最引人注目

的发展之一，它通过矩阵型排列换能器进行多方位声

束快速扫描，获得金字塔形三维数据库，从而提供实

时三维心脏结构动态图。 可直观、形象地展示心脏结

构的立体形态，实时全面获取心脏立体解剖信息。
随着超声显像技术的不断开发应用，ＭＣＥ 已从

二维成像迈向三维空间成像。 目前国外对 ＣＥ⁃
ＲＴ３ＤＥ 的研究较多，发展也较快，体现出巨大的临床

运用价值，现已从实验室阶段走入临床阶段，而国内

这方面的研究较少。 目前 ＣＥ⁃ＲＴ３ＤＥ 多应用于心室

造影，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二尖瓣狭窄跨瓣压的测

定，急性心肌梗死中初步确定危险面积和梗死面积、
评估心肌存活性及再灌注，慢性冠心病中大致评估心

肌血流、识别存活心肌、估计冠脉有无狭窄及狭窄程

度［３ － ４］，经皮冠状动脉心肌化学消融术治疗肥厚梗阻

性心肌病术前靶血管的定位和间隔梗死面积的估计

等。 其中应用于冠心病方面的研究较多，如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术（ＰＣＩ）前行小剂量多巴酚丁胺负荷

试验检出真正无活性心肌，避免对其梗死血管进行再

通，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过度治疗［５］。 ＣＥ⁃ＲＴ３ＤＥ 在一

次弹丸式注射造影剂后能立即获取整体心肌造影三

维资料库，而后再联机或脱机对数据库进行分析处

理，可实时采集整个心脏的全容积数据库，并根据容

积数据将感兴趣区域切割成多个参考平面，从任意切

面、任意角度观察左心室各个节段的造影效果，确定

有无灌注缺损区及其范围，并可同步观察整体室壁运

动，与以往的二维心肌声学造影比较，可更快速、全
面、精确地评价冠心病患者心脏的情况。 ＣＥ⁃ＲＴ３ＤＥ
可弥补 ＣＡＧ 的不足，除能同时观察冠心病患者心肌

灌注［６ － ８］、心肌存活率［９ － １０］、室壁运动协调性［１１ － １５］

等，对心功能等预后的判断更具有独特的优势外，
ＣＥ⁃ＲＴ３ＤＥ 更是为老年及肝肾功能不全的冠心病患

者提供了安全可靠的确诊方法。 同时，因其具有无

创，技术操作较简单，价格相对低廉等特点，该技术可

作为冠心病的初筛手段，向社区及基础医院推广，在
节省医疗资源的基础上提高冠心病的确诊率。

本研究通过对比观察我院 １２０ 例拟诊冠心病的

患者发现，ＣＥ⁃ＲＴ３ＤＥ 在诊断冠心病方面具有较高的

特异性、敏感性及准确性，其对多支病变的敏感性较

单支病变更高，且 ＣＥ⁃ＲＴ３ＤＥ 检查无创，安全性高，提
示对肾功能不全、心肺功能异常及老年患者可首选

ＣＥ⁃ＲＴ３ＤＥ 检查了解冠脉病变情况。 由于目前研究

病例数较少，有关 ＣＥ⁃ＲＴ３ＤＥ 在冠心病诊断中的应用

前景有待进一步研究。
（下转第 ２９７ 页）

２９２ 中国临床研究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第 ２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２８，Ｎｏ． ３　 　



１６ Ｅ６ｉｎ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 Ｊ］ ． Ｏｎｃｏｌ Ｌｅｔｔ， ２０１３，６ （２ ）：４６８

－ ４７４．

［１２］ Ｇａｒｃíａ⁃Ｅｓｐｉｎｏｓａ Ｂ，Ｍｏｒｏ⁃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 Ｅ，Ａｌｖａｒｅｚ⁃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Ｅ． Ｇｅｎｏ⁃

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ｒｃｉ⁃

ｎｏｍａ ｉｎ Ｍａｄｒｉｄ，Ｓｐａｉｎ［Ｊ］ ． ＢＭＣ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２，１２：５３３．

［１３］ Ｃａｒｅｓｔｉａｔｏ ＦＮ，Ａｆｏｎｓｏ ＬＡ，Ｍｏｙｓéｓ Ｎ，ｅｔ ａｌ． Ａｎ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ＤＮＡ

ｐ１６ｉｎｋ４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Ｈ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Ｊ］ ． Ｒｅｖ Ｉｎｓｔ Ｍｅｄ Ｔｒｏｐ Ｓａｏ Ｐａｕ⁃

ｌｏ，２０１３，５５（５）：３２９ － ３３４．

［１４］ Ｗｅｉｓｓ Ｄ，Ｋｏｏｐｍａｎｎ Ｍ，Ｂａｓｅｌ Ｔ，ｅｔ ａｌ． Ｃｙｃｌｉｎ Ａ１ ｓｈｏｗｓ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ｂｅｎｉｇｎ ｔｏｎｓｉｌｓ， ＨＰＶ１６⁃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ＮＳＣＣ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ｉｎ ＨＮＳＣＣ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ｏｆ ＨＰＶ１６［Ｊ］ ． ＢＭＣ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２，１２：２５９．

［１５］ 单玉珍，马向东，王建．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筛查在宫颈癌前病

变及宫颈癌诊治中的意义［Ｊ］ ． 中国临床研究，２０１２，２５（５）：４５６

－ ４５７．

［１６］ Ｌｉｕ Ｃ，Ｗａｎｇ Ｙ，Ｘｉｅ Ｓ，ｅｔ ａｌ． Ｌｉｑｕｉｒｉｔｉｇｅｎｉｎ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ｍｅ⁃

ｄｉａｔｅ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ｖｉａ ｃｙｔｏｃｈｒｏｍｅ ｃ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ｓｐａｓｅ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Ｌａ Ｃｅｌｌｓ［Ｊ］ ． Ｐｈｙｔ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２０１１，２５（２）：２７７ － ２８３．

［１７］ Ｒｙｚｈａｋｏｖａ ＯＳ， Ｓｏｌｏｖ′ ｅｖａ ＮＩ． 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 （ ＭＭＰ）⁃⁃

ＭＭＰ⁃１，⁃２，⁃９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Ｅ７ｏｎｃｏｇｅｎｅ ＨＰＶ１６ ａｎｄ ＨＰＶ１８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ｃｅｌｌ ｌｉｎｅｓ

［Ｊ］ ． Ｂｉｏｍｅｄ Ｋｈｉｍ，２０１３，５９（５）：５３０ － ５４０．

［１８］ 杨丽． 宫颈 ＨＰＶ 检测在宫颈癌前病变筛选中的临床意义［Ｊ］ ． 中

国临床研究，２０１１，２４（２）：１２９ － １３０．

［１９］ Ｎｄｉａｙｅ Ｃ，Ａｌｅｍａｎｙ Ｌ，Ｎｄｉａｙｅ Ｎ，ｅｔ 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ｉｎ 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ｃｏｕｌｄ

ＨＩＶ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Ｊ］ ． Ｔｒｏｐ Ｍｅｄ Ｉ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２，１７

（１２）：１４３２ － １４４０．

［２０］ Ｋｈａｎ Ｓ，Ｊｕｔｚｙ ＪＭ，Ａｓｐｅ ＪＲ，ｅｔ 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ｉ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ｓ ｖｉａ ｅｘｏｓｏｍｅｓ［Ｊ］ ．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２０１１，１６（１）：１ － 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 － １０ － ３１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 － １１ － １９　 编辑：王宇

（上接第 ２９２ 页）

参考文献

［１］ 　 Ｔｏｍｌ ｉｎｓｏｎ ＤＲ，Ｂｅｃｈｅｒ Ｈ，Ｓｅｌｖａｎ ａｙａｇａｎ ＪＢ．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

ｄｉａ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ｍａｇｎｅｔ⁃

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ｅｒａ［Ｊ］ ． Ｈｅａｒｔ Ｌｕｎｇ Ｃｉｒｃ，２００８，

１７（３）：１７３ － １８５．

［２］ 　 Ｍｕｅｌｌｅｒｌｅｉｌｅ Ｋ，Ｂａｉｍｅｙｅｒ Ａ，Ｇｒｏｔｈ Ｍ，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ｂｙ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

ａｇｉｎｇ［Ｊ］ ． Ｍｉｎｅｒｖａ Ｃａｒｄｉｏａｎｇｉｏｌ，２００８，５６（２）：２３７ － ２４９．

［３］ 　 王伟，穆玉明，王春梅，等． 腺苷负荷心肌超声造影评价冠状动

脉狭窄程度的研究［ Ｊ］ ． 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９ （１０）：

８４６ － ８４９．

［４］ 　 李宜蓁，李兴升，王志刚，等． 腺苷负荷声学造影评价犬心肌血

流灌注［Ｊ］ ． 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２０１２，９（４）：２８６ － ２９０．

［５］ 　 Ａｇｇｅｌｉ Ｃ，Ｇｉａｎｎｏｐｏｕｌｏｓ Ｇ，Ｒｏｕｓｓａｋｉｓ Ｇ，ｅｔ 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ｆｌａｓｈ⁃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ｅｃｈ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ｏｂｕｔａｍｉｎ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ａ ｉｎ ５２５０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Ｊ］ ．

Ｈｅａｒｔ，２００８，９４（１２）：１５７１ － １５７７．

［６］ 　 刘诗珍，舒先红，潘翠珍，等． 实时心肌超声造影评价冠状动脉

三支病变患者的心肌灌注［ Ｊ］ ． 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５

（１２）：８８５ － ８８７．

［７］ 　 汤裕华，钱建芬，林银康，等． 实时心肌声学造影评价急性心肌

梗死介入治疗后心肌灌注状况对其长期疗效的影响［ Ｊ］ ． 实用

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２３）：３８８３ － ３８８５．

［８］ 　 郝骥，祁春梅，武维恒，等． 实时心肌声学造影定量与半定量图

像分析方法检测存活心肌价值的对比研究［Ｊ ／ ＣＤ］． 中华医学超

声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１，８（６）：１３２５ － １３３１．

［９］ 　 程蕾蕾，舒先红，潘翠珍，等． 实时心肌声学造影评价心脏同步

性的临床研究［ Ｊ ／ ＣＤ］．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１，５

（１２）：３６３１ － ３６３４．

［１０］ 任敏，田家玮，何宁，等． 应变率成像对冠状动脉搭桥前后左心

室形变及同步性的评价［ Ｊ］ ． 中华超声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９

（３）：２０４ － ２０７．

［１１］ 徐卉，王小丛，徐晶． 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评价冠心病患者 ＰＴ⁃

ＣＡ 术后左室局部室壁运动异常［ Ｊ］ ． 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０，３０

（１１）：１５０３ － １５０５．

［１２］ 徐亮，许迪． 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在心脏再同步化治疗中的应

用现状［Ｊ］ ． 中华医学超声杂志 （电子版），２０１１，８ （２ ）：３８２

－ ３８６．

［１３］ 孙红光，李澄，於晓平，等． 应用超声心动图左室壁运动异常节

段推测冠心病相关狭窄血管———与冠脉造影对比研究［ Ｊ］ ． 中

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２００６，１２（２）：９６ － ９８．

［１４］ 郭燕丽，王海东，杨康，等． 实时三维经胸超声心动图在诊断二

尖瓣脱垂中的应用价值［Ｊ］ ．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３２（１２）：

１３３２ － １３３５．

［１５］ 安宁，贺海龙，赵巧文． 冠脉造影在急性冠脉综合征中的临床价

值［Ｊ］ ． 基层医学论坛，２０１１，１５（１０）：３３３ － ３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 － １１ － １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 － １２ － １０　 编辑：石嘉莹

７９２　 　 　 　 中国临床研究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第 ２８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２８，Ｎｏ． 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