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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检查是一种利用超声波进行医学影响诊断的技术，
其能够清晰地将人体内的肌肉组织和器官的大小、 病灶等展
示出来，使得诊断更加科学与便捷，提升了医学检查的效率和
准确率。超声检查已经在医学评估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包括
对心脏疾病的检查与诊断等，都发挥了极大的价值。

一、诊断要点
在评估中，首先要明确血流属于心室的收缩还是舒张期，

并结合患者的心电图， 判断二尖瓣血流在出现收缩期的流速
时间。 通常情况下，二尖瓣的血流呈现出红色，则说明舒张期
是由左心房到左心室的流向;如果呈现出蓝色，则说明是由左
心室到左心房这种反向的流动;如果出现“花色”则就会呈现
出涡流的情况。二尖瓣反流的评定主要从反流的长度和宽度、
轻度、中度和重度等方面出发。如果左房出现反流束宽度和左
房腔宽度之间的比小于等于 1/3，则为轻度反流;如果大于 1/3
却小于 2/3，则为中度反流;如果超过 2/3则可以判断是重度
反流;但是如果出现涡流时，仅仅依靠宽度就很难评定，因此
还需要结合更多的元素进行诊断。

如果患者没有出现心肌肥厚的其他原因， 左心室壁的厚
度≥15mm， 则需要注意肥厚型的心肌疾病; 如果厚度属于
13~14mm之内，则需要根据患者的家族史加以评定。 在超声
检查中，如果发现左室流存在梗阻，那么二维超声或者 M型
超声就可以显示出二尖瓣的流向。 在利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中， 能够显示出收缩期的高速血流情况， 流出道压差小于
30mmHg，则患者可能存在梗阻。 因此在超声评定的过程中，
需要对各项数据以及比值等有清晰的认识， 并科学的判断数
值之间的比例，依据患者的身体状况以及发病的原因等，提高
超声评定的效率。

在超声检查中要对患者的心肌肥厚程度以及对应的位置
加以明确，并判断是否存在梗阻情况，并评定二尖瓣反流的相
关程度， 同时还要对患者的心脏结构以及心脏功能等加以判
断，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检查的细节。对于肥厚型的心肌病利用
超声检查，要从心动图的具体特点出发，根据临床的资料加以
综合判断，还要与主动脉瓣狭窄等相互区别。

二、诊断鉴别
在二尖瓣反流的评定中，要做好相应的鉴别。通过分析二

尖瓣频谱多普勒，如果舒张期的血流 E峰值的速度小于 2m/s，
则患者的左房反流比较大，需要注意是否为重度反流。 在收缩
期频谱中观察高速的向上频谱， 其主要是由于反流血折返而
造成，根据其速度来评定反流的程度(如图)。

图 二尖瓣频谱多普勒
如果在诊断中， 发现二尖瓣反流使得患者的左心房和左

心室出现了明显的扩大，也可能是重度反流。 然后在评定中需
要对二尖瓣出现的病变位置作出诊断， 其属于一个相对比较
系统的结构，包括瓣叶、腱索、瓣环、乳头肌以及室襞等，如果
在这些结构中，任何一个部分出现了病变，则都有可能使得二
尖瓣产生不完全闭合的状态。 在观察中如果二维超声发现患
者的二尖瓣增厚，后叶也存在对合错位的情况，那么就很有可
能是因为瓣叶脱垂所造成的反流。 而瓣叶脱垂的原因也有很
多种，包括了乳头肌的腱索冗长或者断裂，也可能是乳头肌的
功能不健全等。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还需要利用外科手术进行
下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超声诊断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存在局限
性，如果角度发生偏转都会出现诊断的偏差;同时腱索断裂也
很难仅凭借超声清晰地观察出来。 因此， 对于比较复杂的病
例，除了要采用超声监测之外，还需要结合多种手段和多个维
度，对患者的心脏功能进行分析。 这样才能够对患者有全面的
诊断，才能够对反流的性质有清晰的认识和掌握，进而做出更
加准确的定性，寻找到病因，这样才能为临床治疗提供更多参
考的信息，充分地发挥出超声评定的价值和作用。

二尖瓣反流的评定和诊断是一项比较复杂的内容， 尤其
在心脏病发病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对心脏病的合理诊断显
得尤为重要。 因此，医生要掌握超声正确评定方式，把握影像
中的各种数据和其与参考的数值一一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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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医治疗
中医治疗失眠时，根据患者的不同表现将失眠分为不同

的类型。 治疗时分为药物治疗和针灸治疗，药物治疗一般是
医生面诊后选择对应的中成药或方药进行治疗;而针灸治疗
则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患者的病情， 制定具体的治疗方
案。

五、失眠的日常防护
1.家庭护理
家人可以帮助失眠的患者找到其失眠的原因，找出不良

的睡眠和生活习惯，帮助患者改正过来，关爱患者的情绪。在
治疗期间帮助患者记录睡眠日记，为后续的治疗提供有效的
参考;在卧室的装扮方面，尽量选用柔和的色彩，营造舒适的
睡眠环境，保持合适的温度。

2.日常生活管理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要避免在睡前食用影响睡眠的食物，

在睡觉之前保持心情放松，上床后若半小时后还没能进入睡
眠，不要强迫自己必须入睡，可以起来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
等到有困意时在上床睡觉[3]。每天可以进行适当的体育锻炼，
增强自身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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