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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ight ventricular function parameters and the severity 
of pulmonary embolism (PE) evaluated by Ct pulmonary angiography (CtPA). Methods 84 P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2 to June 2023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CtPA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could be divided into high risk group 
(n=42) and low risk group (n=42) according to the pulmonary artery obstruction index (PAOI). In 
addition, 84 patients with negative CtPA examination result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CtPA 
imaging manifestations of PE were observed, pulmonary PAOI of high-risk group and low-risk group 
were compared, right heart function parameters of control group, high-risk group and low-risk group 
were analyz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AOI and right heart function parameters was further 
studied. results CtPA examination showed that there were 485 central pulmonary arteries embolized 
in 84 PE patients, the involvement rate was 44.41%. PAOI in high-risk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low-risk group (P<0.05).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ulmonary trunk diameter, 
left ventricular short axis maximum diameter (LVMsA), right ventricular short axis maximum diameter 
(rVMsA) and ratio of right ventricular maximum diameter to left ventricular maximum diameter (rV/
LV) among the three groups(P<0.05). rVMsA and rV/LV in low-risk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spearman rank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PAOI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ulmonary trunk diameter, rVMsA and rV/LV (P<0.05).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PAOI 
and LV (P>0.05). Conclusion CtPA can effectively diagnose PE, quickly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PE and 
the change of right heart func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and provide useful 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later treatment of P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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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栓塞(PE)是临床较为常见的心血管急症之一，由于诸多栓子堵塞肺动脉，导致肺
动脉血流量减少或者中断，从而引发突发胸痛、咯血、呼吸困难等症状，甚至出现死
亡，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1-2]。赵桂娇等人[3]在相关研究中显示，因肺动脉栓塞后引起
肺动脉高压导致的右心功能不全是PE患者死亡的独立高危因素。因此，早期准确诊断
PE患者，有效评估右心功能的改变及PE危险分层，可优化后续治疗方案，改善预后。
以往采用的常规诊断方式较为单一，对PE患者的诊断效果受限。而CT肺动脉血管成像
(CTPA)是目前一种较为新式的血管成像技术，经静脉团注高密度对比剂，清晰呈现肺段
与亚段血管内的栓子，实现定位、定量、定性诊断肺部血管性病变的目的，广泛应用于
肺动脉瘤、肺动脉扩张、肺动静脉畸形等疾病[4-5]。本研究旨在探讨CTPA评价右心功能
相关参数与PE严重程度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患者及家属同意及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将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在
我院就诊的行CTPA检查并确诊的84例PE患者为观察组，以肺动脉阻塞指数(PAOI)为标
准，可将观察组分为高危组(n=42)及低危组(n=42))。另外，选取同期内行CTPA检查但
检查结果为阴性的患者84例为对照组。其中观察组男性患者49例，女性患者35例；年龄
为42~76岁，平均年龄为(58.14±5.48)岁。对照组男性患者47例，女性患者37例；年龄
为43~75岁，平均年龄为(59.07±5.80)岁。高危组男性患者25例，女性患者17例；年龄
为41~76岁；平均年龄为(58.06±5.37)岁。低危组男性患者23例，女性患者19例；年龄
为42~75岁，平均年龄为(57.94±5.27)岁。观察组与对照组、高危组与低危组的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纳入标准：符合《肺血栓栓塞症诊治与预防指南》[6]中PE诊断标准者，且经
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确诊；具有血压降低、呼吸困难等症状的患者；高
危组患者出现威胁生命的急症，且患者的短期病死率在15%以上；低危组患者以右心
室功能是否不全、心肌损伤程度为依据划分，且患者的短期病死率在1%以下。排除标
准：合并存在导致心脏结构变化的病史者；合并慢性肺疾病者；合并心、肝、肾、肺等
重要脏器功能障碍者。
　　对照组纳入标准：患者经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诊断，检查结果正
常；自愿参加者。排除标准：先天性精神类疾病者；合并心、肝、肾、肺等重要脏器功
能障碍者；依从性较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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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CT肺动脉血管成像(CTPA)评价右
心功能相关参数与肺栓塞(PE)严重程度相关性。方
法 选取我院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收治的行CTPA
检查并确诊的84例PE患者为观察组，以肺动脉阻塞
指数(PAOI)为标准，可将观察组分为高危组(n=42)
及低危组(n=42)。另外，选取同期内行CTPA检查但
检查结果为阴性的患者84例为对照组。观察PE的
CTPA影像表现，比较高危组与低危组的肺PAOI，分
析对照组、高危组及低危组的右心功能参数，并深
入研究PAOI与右心功能参数的相关性。结果 CTPA
检查显示：84例PE患者的中央肺动脉共栓塞485
支，受累率为44.41%。高危组的PAOI高于低危组
(P<0.05)。三组间肺动脉干直径、左心室短轴最大
直径(LVMSA)、右心室短轴最大直径(RVMSA)、右
心室最大径/左心室最大径的比值(RV/LV)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危组的RVMSA、RV/
LV均高于对照组(P<0.05)。经Spearman等级相关
分析法显示，PAOI与肺动脉干直径、RVMSA、RV/
LV的值呈正相关(P<0.05)。PAOI与LV之间无相关性
(P>0.05)。结论 CTPA可有效诊断PE，快速评估PE
的严重程度与右心功能变化情况及两者之间的相关
性，为PE患者的后期治疗提供有用的价值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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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CTPA检查方法：应用GE Lightspeed VCT的64排CT
机实施扫描，取仰卧位，双手抱住头部，患者缓慢呼吸，头先进
去开始扫描。扫描区域为双肺尖到右肋膈角水平之间。参数设
置：电流为250 mAs；管电压为120 kv；重建层厚为1mm；扫描
层厚为3mm；矩阵为512×512；扫描时间为4~5s。将碘海醇[福
安药业集团宁波天衡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83570，规
格：每100mL含碘海醇51.77 g(以碘计浓度为240 mgI/mL)]100 
mL注入肘静脉，注射速率为3mL/s。使用智能跟踪触发技术，主
肺动脉为兴趣区，触发阈值设置为120 HU，延迟时间为10~15s
进行造影扫描。
　　(2)CTPA图像分析方法：增强扫描结束后，拆薄原始图像。
参数设置：螺距0.75mm、重建层厚1mm。然后将原始数据传到
处理工作站，采用容积重组、曲面重建、最大密度投影等后处理
方法进行图像薄层重建后将相关数据传至处理工作站分析，选取
两名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生进行阅片，评估患者的右心功能相关
参数变化情况及PE严重程度。
1.3 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观察PE的CTPA影像表现，比较高危
组与低危组的PAOI，分析对照组、高危组及低危组的右心功能参
数，并深入研究PAOI与右心功能参数的相关性。
　　(1)PE的CTPA影像表现：采用GE Lightspeed VCT的64排CT
机对PE患者进行CTPA检查，评价、记录PE部位和数量。
　　(2)高危组与低危组的PAOI：参照Qanadli SD等人[7]的相关文
献，PAOI=[(n×d)/40]。N表示PE的发生位置，其标准为各侧肺
分为10段，肺动脉有20支，1支肺段动脉出现栓塞为1分；d表示
栓塞血管的阻塞状况。其标准为管腔位置发生栓塞为1分，全部

栓塞为2分。
　　(3)对照组、高危组及低危组的右心功能参数：左心室短轴
最大直径(LVMSA)和右心室短轴最大直径(RVMSA)是在CTPA横轴
位图像中，测量肺动脉干直径、室间隔与心室游离壁内的最大距
离。并计算右心室最大径/左心室最大径的比值(RV/LV)。
　　(4)分析PAOI与右心功能参数的相关性：应用Spearman相关
性系统对PAOI与右心功能参数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录入SPSS 22.0软件中分析，计数资料用[例
(%)]表示，采用χ

2检验，计量资料用(χ- ±s)表示，采用t检验。
连续变量由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PAOI与右心功能参数的
相关性由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法，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PE的CTPA影像表现  CTPA检查显示：84例PE患者的中央肺
动脉共栓塞485支，受累率为44.41%，见表1、图1~2。
2.2 高危组与低危组的PAOI比较  高危组的PAOI高于低危组
(P<0.05)，见表2。
2.3 三组的右心功能参数比较  三组间肺动脉干直径、LVMSA、
RVMSA、RV/LV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危组的
RVMSA、RV/LV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3。
2.4 PAOI与右心功能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经Spearman等级相关
分析法显示，PAOI与肺动脉干直径、RVMSA、RV/LV的值呈正相
关(P<0.05)。PAOI与LV之间无相关性(P>0.05)，见表4。

表2 高危组与低危组的PAOI比较[例(%)]
组别                     PAOI

高危组(n=42) 9(21.43)

低危组(n=42) 2(4.76)

χ2值                     5.126

P值                     0.024

表1 PE患者的肺段以上肺动脉受累情况[例(%)]
中央肺动脉分支          分析支数 受累支数 受累率

主肺动脉                     84 3 3.57

双肺动脉                     168 83 49.40

双肺叶间动脉 336 202 60.12

双肺叶动脉 504 198 39.29

合计                     1092 485 44.41

图1A-图1C 女性患者，年龄为54岁，间断胸闷为5d。1A：双肺叶段级肺栓塞；1B：RV/LV测量图；1C：肺动脉主干(PA)最大内径、肺动脉主干及主动脉内径测量比
          值(PA/AO)。
图2 女性患者，年龄为68岁，胸闷气喘6d。显示为右肺动脉干远端及左侧叶级肺栓塞。

21A 1B 1C

表3 三组的右心功能参数比较
组别      肺动脉干直径(mm)  LVMSA(mm)    RVMSA(mm)          RV/LV

对照组(n=84)     28.06±3.11          41.89±2.08     39.87±2.50      0.84±0.06

高危组(n=42)     33.14±3.62    39.97±3.41      45.42±3.79  1.19±1.51

低危组(n=42)     28.85±3.29    41.02±3.05      42.81±3.36  1.04±0.13

F值           34.607       7.109              47.271  3.186

P值           <0.001       0.001              <0.001  0.044

表4 PAOI与右心功能参数的相关性
计量指标                                PAOI

               相关系数(r) P值

肺动脉干直径 0.281 0.001

LVMSA                     0.864 0.371

RVMSA                     0.559 0.004

RV/LV                     0.587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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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PE作为一种常见病、多发病，其具有起病急骤、预后较差、
误诊率较高的特点[8-10]。一旦发病后，肺动脉循环压力上升，增
加右心功能负荷，进而导致右心功能不全，病情恶化者可引发心
力衰竭而发生死亡[11]。同时内源性或者外源性栓子堵塞肺动脉还
可引起脑梗死、病理生理变化等。另外，肺栓塞症状轻重可能与
肺动脉内栓子数量、形态及个体差异等有关。相关研究[12]报道，
对PE患者，若肺血管床面积减少25%~30%，肺动脉平均压出现
轻度上升；若肺血管床面积减少30%~40%，肺动脉平均压>30 
mmHg；若肺血管床面积减少40%~50%，肺动脉平均压达40 
mmHg；若肺血管床面积减少50%~70%，引发持续性肺动脉高
压；若肺血管床面积减少高于85%，则造成死亡。随着现代影像
学技术的逐步发展与完善，其中CT在胸部检查中具有较高的应用
价值，可在较短时间内对患者实施扫描，以组织的密度与厚度为
依据进行成像，通过密度的差异获取肺血管的分支、走向、血栓
等。Hogg K等人[13]在相关研究中指出，CTPA诊断肺栓塞的敏感
度能够达53%~100%，特异度可超过80%。
　　本研究结果显示，CTPA检查显示：84例PE患者的中央肺动
脉共栓塞485支，受累率为44.41%。这提示采用CTPA诊断PE患
者，能够获取肺动脉栓子的大小、数量、部位、类型等信息。分
析其原因为临床采用的传统X线胸片对PE诊断的敏感度较低，肺
动脉造影在检查PE患者的过程中具有有创性，超声心动图检查仅
限于中央型肺动脉栓塞。由此可见，常规诊断手段在临床应用中
效果不尽如人意。而CTPA属于非侵入性检测手段之一，该检查方
式的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密度分辨率较高，可在肺动脉中
对比剂浓度处于峰值期完成扫描，获取清晰的肺动脉栓塞直接征
象与间接征象，并结合多种方法与角度进行肺动脉重建，显示断
层图像的病变情况，例如：栓塞血管的位置、大小、类型及血管
栓塞的程度等[14-15]。通过量化分析，根据中央肺动脉分支准确评
估肺栓塞的受累情况。林竹潇等人[16]在相关研究中表明，相比传
统的肺动脉造影成像与核素肺通气/灌注扫描，CTPA是检测肺动
脉栓塞的首选方案，可清晰呈现亚段小血栓状况。再有陈梅桂[17]

在研究中报道，由于CTPA在临床中广泛推广，使PE的发病率上
升了81%，而PE的死亡率从5.7%下降到3.3%，归结于CTPA检测
增加的结果。因此，结合既往研究可知CTPA可以有效评估肺动脉
栓子受累范围，量化各受累血管，明显提高PE患者的检出率。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高危组的PAOI高于低危组。三组间肺动
脉干直径、LVMSA、RVMSA、RV/LV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低危组的RVMSA、RV/LV均高于对照组。经Spearman等级相关
分析法显示，PAOI与肺动脉干直径、RVMSA、RV/LV的值呈正相
关。PAOI与LV之间无相关性。这提示CTPA可显示右心功能的改
变情况及对PE患者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价，能够在临床中监测PE患
者的病情进展。分析其原因为林凯[18]在研究中表明，PAOI是评估
肺动脉栓塞程度的参数之一，同时也可评估PE患者的严重程度。
PAOI能够对PE患者的栓塞肺动脉的支数、肺动脉管腔的阻塞程
度进行评估，对识别高危PE患者具有较高的敏感度。CTPA可通
过横轴图像对肺动脉干直径、LVMSA、RVMSA进行测量，并计算
RV/LV的值，肺动脉干直径、LVMSA、RVMSA、RV/LV用于评估
PE患者右心功能的重要指标。对于存在右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可
导致右心室扩张，则在横轴图像中测量的RVMSA升高；对于存在
左心充盈不良的患者，可导致左心室腔减少，则在横轴图像中测
量的LVMSA降低，进而RV/LV的值升高。杨波等人[19]在相关研究
中显示，对80例急性肺栓塞阴性患者，40例高危组与40例低危
组患者比较，研究结果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刘宁[20]在相关研究
中指出，肺动脉的机械性梗阻是影响肺动脉高压发生的重要因素
之一。PAOI值越大，肺动脉干直径、RVMSA、RV/LV的值越高，
LVMSA越低，显示PE更严重。这说明肺动脉栓塞程度越严重，显
著提高肺动脉压力，进而增加右心压力，出现右室功能失代偿，
造成右心功能降低，导致PE患者引发循环功能与呼吸功能障碍。

且PE越严重，可使右心功能显著下降，造成PE患者预后差，死亡
率上升，严重影响PE患者的健康安全。
　　综上所述，CTPA可对PE的严重程度与右心功能变化情况及
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进行评价，其中肺动脉干直径、RVMSA、RV/
LV作为评估PE患者诊断结果及预后的重要指标，在临床中具有较
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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