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超声心动图探讨二尖瓣病变的病因及手术指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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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二尖瓣狭窄 (M S) 及关闭不全 (M R )是累及青中年患者的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

其病因以风湿性

为多见
,

严重者导致心脏功能不全
,

危及生命
,

二尖瓣的人工瓣置换术能使患者的临床情况 明显改善
,

但亦有

一定的死亡率
,

故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是决定病人存活的重要因素
,

本文就 1 9 8 8 年 12 月 ~ 1 9 9 2 年 n 月住

院的 10 。例二尖瓣置换术患者
,

对术前超声检查
、

手术时发现及术后患者的临床改善作一分析
.

取彩色多普勒超声显象仪经胸壁作常规切面
,

用多普勒压差减半时间测算二尖瓣口面积
,
根据彩色多普

勒信号在收缩期自左室反流入左房的反流束面积划定二尖瓣反流程度 ,用改良 Si m pso n 公式测取心室容量

及衍算出多项左室收缩功能指标
。

结果
:

10 。例患者
,

男 41 例
,

女 59 例
,

年龄 10 ~ 59 岁
,

平均 39
.

21 士10
.

78 岁
,

心功能按 N YH A 分级属 I

级者 1 例
,

I 级者 21 例
,

I 级者 “ 例
,

IV 级者 12 例
,

术时发现 14 例系非风湿性改变
,

包括二尖瓣装置的发育

异常及感染性瓣叶穿孔
、

脱垂
、

键索断裂等与术前超声显示呈完全一致
.

术时发现二尖瓣呈风湿性改变者 86

例
,

其狭窄程度在 49 例重度 M S 及 19 例中度 M S 中有 U 例术前超声与之不一致
,

9 例为超声对 M S 程序高

估 1 级
,

2 例为低估 1 级
。

其 M R 程度在 29 例重度 M R (包括 14 例非风湿性者)及 3 例中度 M R 者
,

术前超声

显示与之完全一致
。

各项超声测值中示左房及 /或左室内径明显增大
,

S V
、

EF
、

C O 呈不同程度的降低
。

术后多

数患者临床心功能明显好转
。

术前 12 例心功能 IV 级者其超声心功能指标 S V < 3 o m l者 3 例
,

C O < 31 者 3 例
,

术后均很好存活
,

除 3 例死亡 (其 S V
、

E F
、

C O 仅轻度下降)
。

结论
: (1) 超声检查对二尖瓣病变的病因

、

程度的判断
,

与术时发现呈很好的一致性
,

有助于对风湿性
、

先

天性及感染性心瓣膜病变作病因鉴别
。

9 例 M S 的超声高估 l 级可能因超声系采用连续波多普勒测定二尖瓣

狭窄的程度
,

所得结果包括瓣下结构的狭窄
;
而手术检查仅限于对瓣 口面积的估计

, 2 例超声低估 1 级可能与

操作因索有关
,

多普勒取样线未测到最狭窄处或与血流方向间所成的夹角大于 2 00 引起
。

(2 )虽然心功能 IV 级

是手术的高危因素
,

本文 12 例属心功能 IV 级者
,

就其超声测值及术后存活情况的分析
,

术前即使 S V
、

C O
、

E F

明显下降
,

仍应积极争取手术
,

术后仍有存活的机会
。

波包分解用于多谱勒频移的测量

于洪斌 (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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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普勒频移已广泛应用于血流测量
、

心脏运动检测
、

组织的弹性参量测量
。

早期的多普勒频率检测通过

将回波信号去中频
,

利用零交检测器完成
,

Fl ex 等人分析表明该方法容易引入偏畸 ,利用回波信号功率谱的

方法
,

v oy le s

等人研究认为容易受到噪声的干扰
, D ot ti 等人提出的时域相关方法

,

借助先进的电子技术
,

对

射频信号直接采样
,

截取其中感兴趣的部分作为基准
,

通过对相继的回波对应时段
,

进行相关处理
,

求取最大

相关时刻 T , ,

根据公式
v ~ ‘T l

/2 乙 得出物体的运动速度[l] 式中的 T ,
为脉冲重复周期

、。

为声速
。

相应的多谱

勒频移可通过基本公式得到
.

比较而言
,

D ot ti 等人的方法信息保持完整
,

精度比较高
。

然而该方法存在两个间题
,

其一是一定程度地受

到声传播过程的噪声干扰
;
其二是 回波的截取受到先验知识的影响

,

存在一定的盲 目性
。

如果我们能够从回

波中分解出
,

与运动物体有关的全部或主要成分
,

同时去除噪声影响
,

则将使时域相关方法更趋完善
.

Y
.

N ai
-

C h yua n[ 幻提出的波包分解的方法给了我们有益启示
。

该方法利用维格纳 (w ig n er )分布对信号的时频表示
,

通

过提取特征核的方法得到 回波的特征信号
,

以表征声传播的不同物理性质
。

利用波包分解 Y
,
N ai

一

C hyu an 对

球面的反射回波进行分析
,

取得满意的结果
。

我们将完善波包分解方法
,

并将其用于多普勒频移的测量
。

1 波包分解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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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古典的谐波分析和现代的小波变换分析不同
,

波包分解可认为是高一层的信号表示
,

它是将信号的某

一域上的表示进行再组合
,

将信号分解成相互独立(线性无关 )
,

反映信号本身物理特性的波簇
,

即波包
。

以便

对信号反映的不同物理性质进行分析
。

其中的基础域可以是时域
、

频域以及小波域等等
.

在对超声回波信号

分析中
,

我们认为以信号的时
一

频表示一维格纳分布
,

更适于实际应用
。

数学上已经证明
,

时
一

频域相互分离的

信号是相互正交
。

1
.

Da ub ec hi es [3j 进一步证明非严格正交的信号展开理论
。

基于此我们可利用维格纳分布对

信号的时频表示
,

将反映不同物理性质的波包分解开来
,

维格纳分布的基本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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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出现的混迭
,

消除加性信号的交叉项
、

提高频率分辨率以及降低计算量
。

我们提出伪维格纳分布的计算公

式如下
,

该方法会使维格纳分布的颇域一致性有所破坏
,

实际操作可通过后序的处理弥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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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得到的维格纳分布
,

我们采用图像处理的分割技术
,

通过聚类分析将回波信号的维格纳分布分解成为

时域
、

频域相互分离的部分
,

在对各部分利用上述反变换公式
,

得出回波相应的波包分解
。

为提高处理速度
,

利用有限的先验知识
,

从分解的波包找出感兴趣的部分
,

以此为基准对相继的回波求相关
,

从而得出感兴趣部

分的运动速度
.

2 试验结果和结论

根据以上提出的方法
,

我们对相对探头运动的界面进行检测
.

利用了已有的谐振频率 2
.

3 M价 的 A 超
,

和自行开发的大时宽
,

采用率 15 M H :

的采集器
。

处理结果如图所示
.

其中(a) 为源信号
,

(b) 为分解的界面反

射信号的 w ig n
er 分布

,

(。)为分解的界面反射信号
。

改变界面与探头的距离
,

利用时域相关法可以得到距离的

精确跟踪
.

试验表明该方法对时频不能分的信号失去意义
,

所幸我们的处理对象基本上是可分信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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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超声的新进展

徐智章 (上海医科大学中山医院超声诊断科)

近年来超声医学迅速发展
。

本文拟介绍超声诊断和超声治疗两个方面
。

超声诊断的研究工作特别活跃
。

自从 1 9 8 3 年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技术首先用于心脏疾病诊断以来
,

80

年代末期对低流速的检测灵敏度大为提高
,

已广泛用于周围小血管和内脏血管的血流显示
。

但早期所用为频

域范围内的 自相关技术
,

流速过大 (实际为
:

多普勒频移大于 N yq ui st 频率)时发生混迭 (ali as in g )伪差
.

另一种

为时域范围内的互相关技术
,

应用选通门
、

固定回声消除及回声群体波链的叠合等重要步骤
,

直接计算出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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