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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acking技术检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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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血管壁回声跟踪技术(E．tracking技术，ET)检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OSAHS)患者治疗前后颈总动脉血管弹性的变化。方法 选取3O例OSAHS患者，采用高频线阵探头测量 

颈总动脉内中膜(IMT)，应用ET技术实时跟踪描记治疗前和治疗3个月后的颈动脉管壁运动轨迹，检测出颈 

动脉的弹性系数(Ep)、硬化参数(p)、顺应性(AC)、脉搏波传导速度(PWV[3)和增大指数(AI)。结果 0s— 

AHS患者治疗后的颈总动脉较治疗前 Ep、B、PwVB降低，Ac升高(均P<0．O1)，AI降低(P>0．05)。结论 

ET技术检测能明确 OSAHS患者治疗前后的颈总动脉弹性变化 ，及早地发现血管病变 ，有效地指导 OSAHS患 

者的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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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acking technique in the evaluations of carotid artery elasticity in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 

popnea syndrome HE Yah，WANG Xiao—yah，ZHANG Bing，et a1．Departnuent of Ultrasound，the People s I-Iospi— 

tⅡ2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Nanning 530021，China 

[Abstract] 0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carotid anery elasticity in the patients with obstructive 

sleep apnea hypopnea syndrome(OSAHS)after tile treatment with ET Technique．Methods Thirty patients with OS— 

AHS were selected and ven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 for three consecutive months．The intima·media thickness 

(IMT)was measured by high frequency linear ultrasound probe．An ultrasonic echo-tracking method was used to e— 

valuate common carotid artery elastic modulus，including pressure-strain clastie modulus(Ep)，stiffness parameter 

(B)，arterial compliance(AC)，one point pulse wave velocity(PWVl3)and augment index(AI)．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Ep，13and PWVI3 decreased and AC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flmse after the treatment(P<0．O1)．AI de— 

creased to some extent after the treatment，but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尸>0．05)． 

Conclusion ET Can accurately detect the changes of carotid artery elasticity in the patients witll obstructive sleep ap— 

nea hypopnea syndrome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The changes of ET parameters can guide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OSAHS and indicate atherosclerosis in an early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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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tid Arte~3,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 

是一种病因不明的睡眠呼吸障碍疾病，由于呼吸暂 

停引起反复发作的夜间低氧和高碳酸血症，可导致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并发症及 

引发交通事故，甚至出现夜间猝死等。心脑血管疾 

病作为OSAHS引发的常见疾病之一，大多数患者在 

疾病早期并无明显临床症状。而既往对于动脉弹性 

的检测方法包括常规血管超声、血流介导血管舒张 

检测技术等，主要用于检测中晚期动脉硬化 难以对 

动脉早期病变进行检测 ̈ 。本研究应用ALOKA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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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OSAHS是指各种原因导致睡眠状态下反复出 

现呼吸暂停，引起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睡眠中断， 

从而使机体发生一系列病理生理改变的临床综合 

征。其可合并高血压、冠心病、心率失常(特别是以 

慢一快心律失常为主)、肺源性心脏病、脑卒中、2型糖 

尿病及胰岛素抵抗等，并可有进行性体重增加[2j]。 

OSAHS引起的内皮功能障碍、炎性介质及氧化应激 

在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 

其合并的各种全身性疾病必然加速动脉僵硬度增加 

的过程，进一步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 

主要累及体循环系统的大型弹力型动脉，且病变从 

内膜开始，受累动脉首先表现为弹性减低，这正是多 

种心血管危险因素对血管壁损伤的综合表现，是早 

期血管病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标志 J。而如果能 

在血管出现硬化斑块前及早发现血管弹性发生改 

变，同时给予干预治疗，可适当地延缓血管病变的进 

程并提高患者往后的生存质量。 

3．2 以往的超声技术对于判断有无动脉硬化，只能 

通过二维观察有无血管内中膜的增厚、斑块有无形 

成、血管腔有无狭窄等来判断。而从致病因素到血 

管壁出现形态学的改变，通常是一个漫长及隐匿的 

过程，故一旦出现以上变化，则说明动脉硬化已经进 

入中晚期，随时可能发生斑块脱落栓塞或硬化闭塞。 

目前研究认为，动脉弹性功能直接反映血管功能状 

态，是心血管疾病的重要标记及危险因子 j。E． 

tracking技术是近年来新开展的一门超声诊断技术， 

通过自动采集血管搏动所产生的射频信号，实时跟 

踪、描记血管前后壁运动轨迹，自动计算出多项反映 

动脉弹性变化的指标，其测量管壁位移的分辨率可 

以达到O．O1 mlrl_8 J，为血管弹性超声影像检查提供 

了新的诊断方法。Ep代表动脉血管的弹性，p代表 

动脉血管的硬化程度，是评价动脉顺应性的敏感指 

标，发生动脉硬化时则升高。PwVp与p呈正相关， 

能较好地反映患者动脉弹性状态，PwVB升高表明 

动脉弹性值降低 9』。AC代表血管顺应性指标，减 

低时动脉弹性减低。 

3．3 本研究结果显示，人选的3O例 OSAHS患者， 

治疗后颈总动脉弹性指标Ep、B、PwVp较治疗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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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而AC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明 

治疗后的患者颈动脉弹性升高，硬化程度下降，顺应 

性增高，临床治疗对 OSAHS的血管硬化有延缓和改 

善的作用。 

3．4 本研究因病例数量较少，未对OSAHS患者进 

行分级(轻、中、重度)分组，未对各组病例治疗前后 

血管弹性治疗的相关性做进一步详细对比性研究， 

这是本研究的不足，需在今后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 

深入的研究。 

综上所述，利用 ET超声检测 OSAHS患者的血 

管动脉硬化弹性变化，可评价临床治疗后动脉硬化 

弹性程度是否有所改善，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而 

ET超声检查属于无创性检查，价格低廉，操作简单 

方便，重复性好，也可以作为患者治疗后长期随访的 

监测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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