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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了解大足区人民医院居民动脉硬化病变的程度及危险因素!为脑卒中预防打下流行病学基础$方法
!

以

1%$1

年
$

月至
1%$1

年
$1

月于大足区人民医院超声科行颈动脉彩超检查的大足区居民"

$-14

人#作为研究对象!对入组对象进行

性别&年龄&烟酒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问卷调查$结果
!

人群中颈动脉内
.

中膜增厚检出率为
$$&$(_

!颈动脉斑块形成检出

率为
'0&)-_

!颈动脉狭窄检出率为
0&((_

$颈动脉粥样硬化随着年龄的增长!检出率逐渐升高"

!

$

%&%4

#%男性各年龄阶段颈动

脉硬化检出率均高于女性"

!

$

%&%4

#%农村人群检出率高于城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在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

中!合并吸烟&饮酒史!高血压病史!

1

型糖尿病史在颈动脉内
.

中膜正常居民和颈动脉硬化居民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4

#$

结论
!

颈动脉粥样硬化在大足区中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颈动脉超声多普勒检查有助于颈动脉硬化的筛查%吸烟饮酒&高血压&糖

尿病是颈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

!

流行病学研究%颈动脉硬化%颈动脉超声%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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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疾病是致死*致残率较高的一类疾病#以颈动脉粥

样硬化$

<BD";#!B;CAD"+<EAD"+#+

#

O98

%为基础的缺血性脑血管

疾病#有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对其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

尚无确切定论)近年来#文献表明
O98

与脑卒中发生关系密

切&

$

'

)有报道指出#颈动脉较其他动脉表浅#易于超声检测#

O98

可以作为反映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客观指标&

1

'

)而颈动

脉内
.

中膜厚度$

#,;#IB.IA!#B;C#<M,A++

#

7P?

%是反映
O98

程

度的重要指标#是预测受检者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重要指标)

因此对入组对象进行
7P?

检测是简便*可行的&

'

'

)本研究以

期了解大足区人民医院
O98

分布情况#为本地区制订合理的

医疗卫生政策#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开展脑卒中防治工作提供

理论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1%$1

年
$

月至
1%$1

年
$1

月就诊于大

足区人民医院行颈动脉超声多普勒检查的
4%

岁以上人群作为

研究对象)

>&?

!

方法

>&?&>

!

一般资料调查
!

对入组对象进行人口学资料普查#包括

居住地*性别*年龄*教育#以及吸烟史*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

等)烟酒史定义标准!研究对象吸烟至少
$%

支"天#

4

年以上#

饮酒大于
4%

:

"

!

)高血压病史定义标准!研究对象有明确高血

压病史#并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糖尿病史定义标准!研究对

象有明确糖尿病史#并服用口服降糖药物或者胰岛素控制血糖)

>&?&?

!

超声检查
!

本研究使用的彩色超声多普勒为荷兰飞利

浦
#5''

#探头频率为
4

!

$1SN

)对所有入组对象均进行颈动

脉彩色超声多普勒检测#受检人群取仰卧位#头偏向检查者对

侧#尽量暴露颈部血管#沿血管走形#分别对颈总动脉*颈外动

脉*颈内动脉进行探测#并对各个动脉走行*内径*内膜进行评

00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4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局医学科学技术研究项目$

1%$$.1.0-1

%)

!

作者简介!陶先明$

$(-%Y

%#副主任医师#本科#主要从事脑血管疾方面

研究)

!

#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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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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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表
$

!!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
O98

检出情况

年龄$岁%

男性

'

检出人数$

'

% 检出率$

_

%

女性

'

检出人数$

'

% 检出率$

_

%

!

1

!

4%

!$

)% '%% (/ '1&)- 14( 40 1%&/4 (&/%4 %&%%1

)%

!$

-% 1)$ $)1 )1&%- 14( $$/ 04&4) $0&14- %&%%%

-%

!&

/% '$1 11' -$&0- $(/ $%4 4'&%' $-&(40 %&%%%

%

/% /' -) ($&4- 4' 0$ --&') 4&0'' %&%1%

合计
(4) 44( 4/&0- -)( '$/ 0$&'4 $-&1)) %&%%%

表
1

!!

O98

的影响因素

因素
7P?

正常

'

检出人数$

'

% 检出率$

_

%

O98

阳性

'

检出人数$

'

% 检出率$

_

%

!

1

!

吸烟*饮酒
/0/ 1') 1-&/' /-- '1) '-&$- $-&$'% %&%%%

高血压
/0/ 10% 1/&'% /-- 1(0 ''&41 /&/14 %&%'%

糖尿病
/0/ /4 $%&%1 /-- $)4 $/&/$ 1)&//' %&%%%

估)操作者均为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员)

>&?&@

!

颈动脉内
.

中膜检测情况分级标准
!&

级为
7P?

正常

$

7P?

&

%&/II

%#

'

颈级为
7P?

增厚$

%&/II

$

7P?

&

$&1

II

%#

(

级为颈动脉斑块形成$

7P?

%

$&1II

%

&

0.4

'

#

%

级为颈

动脉管腔狭窄$轻度狭窄!

14_

!

4%_

(中度狭窄大于
4%_

!

-4_

(重度狭窄或者闭塞
-4_

以上%)采用欧洲颈动脉外科试

验法$

5O8?

%#计算最大斑块所在血管管腔的狭窄度)每个研

究对象取分级程度高的一级)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88$-&%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采用
!

1 检验#检验水准
$

=%&%4

#以
!

$

%&%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基本资料
!

1%$1

年
$

月至
1%$1

年
$1

月#于大足区人民

医院行颈动脉超声检查的共
$('/

人#排除大足区以外人口#

共计
$-14

人)其中#男
(4)

人#平均年龄$

))&%$V(&/$

%岁#女

-)(

人#平均年龄$

)0&/1V(&'0

%岁(农村居民
()(

人#城镇居

民
-4)

人$主要包括龙岗街道*棠香街道*双桥街道#以及龙水

镇*中敖镇*三驱镇*宝顶镇*金山镇*智凤镇等县城周边乡镇%(

文化程度!文盲
)--

人#小学
)0)

人#初中及以上
0%1

人)

?&?

!

O98

一般情况
!

本次调查中入组对象
$-14

人#共
/0/

人
7P?

正常#检出率为
0(&$)_

(共
$('

人检出
7P?

增厚#检

出率为
$$&$(_

(共
4(/

人检测出存在颈动脉斑块#检出率为

'0&)-_

(共
/)

人检出颈动脉狭窄#检出率为
0&((_

#其中轻度

狭窄
4)

人#中度狭窄
$(

人#重度狭窄或者闭塞
$$

人)

?&@

!

年龄和性别分布
!

O98

随着年龄的增长#检出率逐渐升

高$男!

!

1

=$01&/11

#

!=%&%%%

(女!

!

1

=/)&14%

#

!=%&%%%

%(

男性各年龄阶段
O98

检出率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见表
$

)

?&F

!

O98

影响因素分布
!

所有入组对象中
O98

阳性者为

/--

人#其中合并吸烟*饮酒者
'1)

人#合并高血压者
1(0

人#

合并
1

型糖尿者
$)4

人(未检测出
O98

者共
/0/

人#其中合并

吸烟*饮酒者
1')

人#合并高血压患者
10%

人#合并
1

型糖尿病

者
/4

人)

O98

患者中吸烟*饮酒人群高于
7P?

正常者#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1

=$-&$'%

#

!=%&%%%

%(

O98

患者中高血压

患者高于
7P?

正常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14

#

!=

%&%'%

%(

O98

者中患糖尿病患者高于
7P?

正常患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1

=1)&//'

#

!=%&%%%

%#见表
1

)

?&I

!

文化程度分布
!

文盲人群
O98

检出率为
'4&-4_

(小学

人群
O98

检出率为
'0&1$_

(初中及以上人群
O98

检出率为

0$&%0_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

=4&1--

#

!=%&%-$

%#见表
'

)

表
'

!!

不同教育程度
O98

检出情况

文化程度 正常$

'

%

O98

$

'

% 合计$

'

% 检出率$

_

%

文盲
0'4 101 )-- '4&-4

小学
01) 11$ )0) '0&1$

初中及以上
1'- $)4 0%1 0$&%0

表
0

!!

不同性别年龄
O98

程度检出情况

年龄$岁% 性别
'

7P?

增厚

检出&

'

$

_

%'

!

1

!

颈动脉斑块

检出&

'

$

_

%'

!

1

!

颈动脉狭窄

检出&

'

$

_

%'

!

1

!

4%

!$

)%

男
'%% '%

$

$%&%%

%

0&%0) %&%00 (%

$

'%&%%

%

$$&'$% %&%%$ (

$

'&%%

%

%&%00 %&/'0

女
14( $0

$

4&0$

%

0)

$

$-&-)

%

-

$

1&-%

%

)%

!$

-%

男
1)$ '$

$

$$&//

%

0&'/$ %&%') $%)

$

0%&)$

%

4&'4$ %&%1$ $1

$

0&)%

%

%&%'/ %&/0)

女
14( $-

$

)&4)

%

/%

$

'%&/(

%

$$

$

0&14

%

-%

!$

/%

男
'$1 00

$

$0&$%

%

4&%00 %&%14 $'%

$

0$&)-

%

4&4'$ %&%$( $)

$

4&$'

%

%&%%1 %&()(

女
$(/ $4

$

-&4/

%

)%

$

'%&'%

%

$%

$

4&%4

%

'

/%

男
/' '1

$

'/&44

%

4&/-' %&%$4 4-

$

)/&)-

%

0&'%) %&%'/ $4

$

$/&%-

%

%&('1 %&'00

女
4' $%

$

$/&/-

%

1-

$

4%&(0

%

)

$

$$&'1

%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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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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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O

!

居住地分布
!

农村人群
O98

检出例数为
41(

"

()(

$

40&4(_

%#城镇人群
O98

检出例数为
'0/

"

-4)

$

0)&%'_

%#农

村人群
O98

发生率高于城镇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

$1&041

#

!=%&%%%

%)

?&P

!

O98

程度分布
!

7P?

增厚*颈动脉斑块形成与颈动脉狭

窄随着年龄的增长检出率均逐渐增高#

7P?

增厚*颈动脉斑块

形成在同一年龄阶段男性检出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4

%#而颈动脉狭窄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见表
0

)

@

!

讨
!!

论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系统性疾病#能增加心脑血管事件的

发生率#主要累及主动脉*冠状动脉*颈动脉等全身大动脉&

)

'

)

有临床研究表明#大动脉粥样硬化在
4%

岁以上人群较为普遍#

临床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约
-%_

合并有大动脉粥样硬化&

-

'

)本

次研究所采用的颈动脉彩色超声多普勒评价颈动脉内
.

中膜情

况#是目前国内学者较常用的动脉粥样硬化流行病学调查方

法&

/.(

'

#具有经济适用*安全无创*准确率高等特点&

$%

'

)

研究显示#本地区
4%

岁以上中老年人群中
O98

是普遍存

在的#发生率为
4%&/0_

#高于其他研究&

$$.$1

'

#可能是由于本研

究样本量相对较小#且本地区地理位置靠近主城区#饮食上普

遍喜食麻辣火锅*牛肉*猪肉等高脂饮食相关#也与近年来大足

区健康宣教工作没有细化到村镇相关#提示对该区心脑血管疾

病发生的任务更加艰巨)本研究发现#大足区男性
O98

发生

率
4/&0-_

#高于女性$

0$&'4_

%#与相关报道相符&

$'

'

#且随着

年龄的增长#

O98

的发生率逐渐升高#这与其他学者报道相符

合)本研究不同的教育程度
O98

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4

%#可能是与样本量大小*个体差异*医疗保健广告传

播*健康宣教知识普及各人群对健康意识提高相关(农村人群

O98

检出率高于城镇人群#可能与区域经济情况*公共卫生服

务能力有关)本研究还显示#

7P?

增厚检出率为
$$&$(_

#颈

动脉斑块形成检出率为
'0&)-_

#且在不同年龄阶段#男性人

群
7P?

增厚及颈动脉斑块检出率均高于女性人群#检出率随

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大(颈动脉狭窄检出率为
0&((_

#不同年

龄阶段男女检出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

%#低于国

内学者报道我国中部部分农村大动脉狭窄的发生率&

$0

'

#这可

能和研究人群个体差异相关)以上均提示随着年龄增长#

O98

的发生率逐渐增加#动脉硬化程度逐渐加重#在无自觉症状的

患者中#尤其是男性#有可能已经存在
O98

)

长期吸烟对人体血管内皮细胞具有直接的损害作用#长期

饮酒则可能会导致脂肪代谢异常#从而导致动脉硬化的发生)

高血压能够直接损害人体重要靶器官#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发

生(而血糖水平增高则可引起包括高脂血症在内的一系列代谢

障碍#而促进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文献报道
O98

的危险因

素为吸烟*饮酒*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

$4

'

#与本研究结

果一致)

综上所述#应用彩色超声多普勒对颈动脉的检查#利于基

层医院对
O98

的筛查及脑血管事件的防治工作#有助于对无

症状的
O98

患者进行预防和干预&

$4

'

)

O98

在人群中是普遍

存在的#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应及早控制相关危险因素#避

免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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