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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脑血管等疾病的主要病因#动脉粥样

硬化导致动脉血管管壁厚度增大*既而发生管腔变小*变硬#失

去弹性#是动脉硬化中常见的类型)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习

惯*饮食结构的改变以及人口老龄化快速进展#我国冠状动脉

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发病率逐年增高#且呈年轻化趋势#成为影

响人们健康的.隐形杀手/)因此#寻求一种快速经济的诊断方

法及判断动脉硬化病变发展程度的有效指标对临床治疗及预

防疾病发展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本文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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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与脂质代谢障碍有关的全身性疾病#

是一组称为动脉硬化的血管病中最重要*最常见的一种#具有

多因素*多系统*进行性*慢性的特征)共同特点是动脉管壁增

厚变硬*失去弹性和管腔缩小)动脉粥样硬化发病的常见部位

是颈动脉和冠状动脉#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长期可导致心脑血

管事件#甚至死亡#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近年来我国居

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居民生活习惯及运动方式发生改变#导

致脂质代谢障碍#血中
De

及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呈增加趋势#

加速了动脉粥样硬化的进程从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

管疾病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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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病变发展程度越重其值升高#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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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无相关性)这一结论与研究人

员报道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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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结论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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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测对动脉硬

化病变的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C#

387

是人体的一种敏感的炎性因子#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

展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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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该指标被广泛用来预测糖尿病

周围神经炎症性改变*冠心病及无症状的高血压等疾病的病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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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红素是胆色素的一种#它是人胆汁中的主要色素#呈

橙黄色)它是体内铁卟啉化合物的主要代谢产物#有毒性#可

对大脑和神经系统引起不可逆的损害#但也有抗氧化剂功能#

可以抑制亚油酸和磷脂的氧化#能有效地减缓动脉粥样硬的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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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分辨率高*扫描速度快#后处理功能较

完善的特点#不仅能多视角观察管腔#而且能显示管壁的情况#

能清晰地显示冠脉壁的钙化*软斑块及管腔内的情况#能显示

冠脉主干及其细小分支#利用血管分析软件比较准确测量管腔

的狭窄程度#具有的无创*高效*精确*立体的特点#在检查状动

脉有无狭窄#搭桥*支架的形态学以及心功能分析上有极大的

优越性)但不足之处为
SU3D

空间分辨力尚不够高#部分容

积效应影响其密度的测量等'

@

(

)

综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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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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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冠状动脉进行三维成像处

理技术#能够清晰的显示血管管壁及管腔#进一步准确地对动

脉粥样硬化程度#斑块大小及性质及有无血管畸形做出诊断和

鉴别诊断#对冠状动脉的病变诊断比较准确#可作为一种简便

易行*安全可靠的无创性筛查#具有痛苦小#费用低*辐射剂量

较小#能在短期内重复检查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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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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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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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生化指标检测方法应用于评价动脉硬化病变发展程度切实可

行#能为治疗方案的制订提供客观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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