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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本次研究主要针对重症监护室内重症患者应用床旁超声诊断评估心血管与肾脏功能的效果。方法：本次以 2020

年 1月至 2022年 1月我院重症监护室内接收的 110例重症患者当作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应用床旁超声进行监护与评估，
观察心血管疾病诊断情况。结果：研究接收的所有患者在重症监护室监测过程中，经床旁超声诊断一共检出 106 例阳性
患者，诊断阳性率 96.36%，其中心肌梗死患者共 61 例、主动脉夹层患者 8 例、急性肺栓塞患者 6 例、肺源性心脏病患
者 4 例、风湿性心脏病患者 22 例、高血压心脏病患者 5 例。结论：在重症监护室接收重症患者中，通过床旁超声进行评
价诊断，可以为心血管疾病诊断提供有利依据，以加强患者心脏功能监测，防止其他意外事件发生。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effects of bedside ultrasound diagnosis on cardiovascular and renal function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Methods: A total of 110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0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ll patients were monitored and evaluated by bedside 

ultrasound to observe the diagnosi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Results: Research to receive all of the patients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in the process of monitoring by the bedside ultrasound in the diagnosis of a total of 106 patients with positive detection 

diagnosis positive rate of 96.36%, including a total of 61 patients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aortic dissection patients 8 cases, 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pulmonary embolism, 4 patients with cor pulmonale, 22 patients with rheumatic heart disease, high 

blood pressure, heart disease patients in 5 cases. Conclusion: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admitted to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bedside 

ultrasound evaluation and diagnosis can provide a favorable basis for the diagnosis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cardiac function and prevent other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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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以往临床工作过程中，对于重症患者心脏

功能或者肺部功能等评估时，往往需要将其转运到放射科或

者超声科开展影像学检查诊断，在这一过程中耗时较长，且

流程繁琐，患者转运风险较大，尤其是重症患者生命体征难

以稳定，会增加患者生命风险。近年来， ICU中床边超声的

使用日益普遍，床边超声在国外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治疗方

法，而在我国床边超声也日益受到重视。床边超声具有无创、

便携、可反复使用的优点，可以直观地反映患者的器官的解

剖结构和功能，为临床医师提供诊断和评价疾病的依据。所

以，床边超声被称为“有形的听诊器”。在急诊科和 ICU中，

血液动力学不稳定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脉搏指标持续心

排量技术是一种新的脉冲轮廓心脏容积与经肺热稀释心排

量结合使用技术，其创伤小，简便，近年来技术日渐成熟，

并在临床广泛应用，使危重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监测更加细致

精确。而床边心脏超声是一种明确的评估心功能的技术，它

不但可以迅速地诊断危重病人，还可以评估患者的疗效。指

南 I级建议 ICU中使用床边心脏超声来评估液体反应性，左

室收缩功能，急性肺源性心脏病，急性冠脉综合征，心包积

液和瓣膜病变等一系列情况。心血管病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急

性、危重的疾病，它的发展速度很快，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

威胁到病人的性命，所以对其进行早期的诊断和处理非常关

键。床边超声在临床上对各类急危、危重患者诊断有很大的

帮助，特别是当患者病情严重，禁止下床或无法转运时，可

以应用床旁超声进行病情监测，意义重大。基于此，下文专

门从我院重症监护室中挑选110例患者，对于床旁超声应用

价值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础资料 

研究对象均接收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病例数

110 例，其中男性患者有 63 例，女性患者有 47 例，年龄最

小 31 岁，年龄最大 82 岁，均值（62.79±3.17）岁。 

1.2 方法 

所有接收至重症监护室的患者，均借助 Mindray M9 便

捷式床旁超声诊断设备，超声探头为 SP5-1S，频率 1-5MHz。

在进行床旁超声检查时，需要更改患者体位成左侧卧位，在

不会给医生抢救操作造成影响下，对患者心脏各个腔室大

小、心脏内径与瓣口等情况进行密切观察；同时需要和医生

进行交流沟通，掌握患者病史基本情况，并结合检查结果一

同反馈给诊断医生。 

1.3 统计学分析 

SPSS23.0 处理分析，X2、t 检验，并用（n/%）（ sx ± ）

表示，P<0.05，则数据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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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本次研究选取的 110 例重症监护室重症患者中，经过床

旁超声诊断评价，共诊断出 106 例阳性患者，诊断阳性率

96.36%，其中心肌梗死患者共 61 例、主动脉夹层患者 8 例、

急性肺栓塞患者 6 例、肺源性心脏病患者 4 例、风湿性心脏

病患者 22 例、高血压心脏病患者 5 例 

3 讨论 

如果患者突然出现胸痛、呼吸困难等情况，往往病情表

现出较大风险，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就有可能

危及患者生命。但以胸痛为主要症状，且多有缺乏乏特异性

的临床症状，加之患者年龄大、主诉不清楚或病情危急，无

法获得详细的资料，对临床医生进行快速的诊断及早期介入

有着重要意义。床边超声是一种视觉“听诊器”，它能及时、

方便提供患者诊断依据，而且不受外部环境的限制，不会对

和医生的抢救造成任何影响，因此备受医生的重视。 

在重症监护室患者床旁超声检查诊断过程中，心血管疾

病诊出以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与急性肺栓塞等为主要疾

病，其中以急性心肌梗死最为常见，说明冠心病是近几年最

常见的突发心血管疾病。早期诊断和及时干预对抢救患者患

者生命健康，提高预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超声能评估心

肌的运动状态，并能清楚地看到心肌的节段性运动异常、运

动异常的范围和程度；根据 17 节段左室分割的方法，以及

冠状动脉的分布特征，可以对相应的病变进行初步的诊断，

此时进行冠状动脉造影及对阻塞的冠状动脉的处理具有很

高的指导意义。此外，超声还能迅速判断是否合并有心衰、

心肌梗死的并发症（例如室间隔穿孔、附壁血栓、真假性室

壁瘤），从而帮助医生迅速制定治疗方案。但是需要注意：

在观察室壁移动时，要注意其连续性和完整性，同时要密切

观察心尖和右心室的运动。 

心包积液是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如结核、病毒、细菌感

染、甲状腺功能减退、尿毒症、心肌梗死等。心包积液过多

或阻塞，可导致呼吸困难，血压下降，心率下降。对于心包

积液，超声心动图是最灵敏的检查手段。经皮冠脉介入术后，

心包填塞是常见并发症，是围手术期病死率最高的因素。在

有大量心包积液或梗阻的情况下，及时发现并采取心包穿刺

是抢救成功率的重要因素。床边超声不仅能确定是否存在心

包积液，观察积液的位置、性质、总量，而且还能对心包进

行定位和引导，因此在重症监护室中发挥着重要辅助手段。 

主动脉夹层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它的发展速度非常

快，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手术，很有可能会威胁到病人的生命。

床边超声检查主动脉有无破裂的内膜片，并根据血液流动的

摆动来确定是否存在主动脉夹层。对升主、腹主动脉夹层的

患者，采用床边超声可得到较为理想的声窗，以确定是否存

在主动脉夹层，以同时确定主动及是否存在血栓；若只有胸

主动脉受累，则胸部及肺部气体的干扰会影响影像的清晰，

故其诊断往往不佳。在此基础上，发现主动脉夹层的床边超

声漏诊为胸主动脉类型，并通过 CT 扫描发现。CT 检查对

主动脉夹层有很高的灵敏度，可以清晰的显示不同类型的夹

层、裂口的位置和累及范围，但是由于其成本高，不能在床

边进行，而且不能在床边进行，有些患者因为病情严重，不

适合移动，肾功能不全，造影剂过敏症等，所以应用受限。

研究发现，虽然床边超声在高风险肺栓塞患者中的灵敏度较

低，但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间接征象来提示和筛选肺动脉栓

塞。严重的心功能不全是由风湿性心脏病、高血压性心脏病、

肺源性心脏病等引起的。床边超声检查主要是观察心脏的大

小、结构、功能及各瓣膜的功能状态，进而为心脏疾病诊断

提供依据。尽管床边超声在重症监护室心血管疾病评价中具

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但它也有其不足之处，比如正确的诊

断依赖于影像的品质，而影像品质则会受到影像的器材、患

者的透声状况、体位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床边超声要求迅速

作出诊断，但多数患者的情况比较复杂，操作技术、临床经

验等主观因素都会对诊断的准确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综上，床旁超声在重症监护室接收重症患者心血管疾病

与肾脏功能评价上有着较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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