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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在非酒精性脂肪肝分度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汪惠鹏 刘艳君 王学梅

摘 要 目的 探讨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ＳＷＥ）在非酒精性脂肪肝分度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将 １５８ 例非

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脂肪肝组）分为轻度（ｎ＝５２）、中度（ｎ＝５１）、重度（ｎ＝５５）３个亚组，另选健康成人 ５０例为正常对照组。所

有受检者均行常规超声扫查，再应用 ＳＷＥ 测量肝杨氏模量值，比较各组杨氏模量值的差异。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肝杨氏模

量值与肝脏脂肪变程度的关系。结果 正常对照组与脂肪肝组肝脏杨氏模量值分别为（４．７９±０．７７）ｋＰａ 和（４．５１±０．５7）ｋＰａ，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５６２，Ｐ＜０．０５）。 轻、中、重度脂肪肝组杨氏模量值分别为（４．７３±０．６８）ｋＰａ、（４．４９±０．５８）ｋＰａ

及（４．４２±０．６１）ｋＰａ，正常对照组及脂肪肝各亚组间肝杨氏模量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３．９６５， Ｐ＜０．０５），轻、重度脂肪

肝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０．３３８，Ｐ＜０．０５），轻度脂肪肝组与正常对照组及中度脂肪肝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肝杨氏模量值与肝脏脂肪变程度呈弱负相关（ｒ＝－０．１８５，Ｐ＜０．０５）。 结论 ＳＷＥ 在评价脂肪肝分度上具有一定临床价值，可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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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ｓｈｅａｒ ｗａｖｅ 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ＷＥ）

是近年来临床上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超声弹性成像

技术，其在二维图像的基础上无需手动施压，可对感兴

趣区域内的组织进行定量检测，反映组织的硬度

［

１－２

］

。

目前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肝弥漫性病变的临床诊断，

尤其是对肝纤维化的诊断已有较多报道

［

３－４

］

，但鲜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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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正常对照组肝杨氏模量值为 ５．３ ｋＰａ；Ｂ：轻度脂肪肝组肝杨氏模量值为 ４．７ ｋＰａ；Ｃ：中度脂肪肝组肝杨氏模量值为 ４．２ ｋＰａ；Ｄ：重度脂肪肝组肝杨氏

模量值为 ３．７ ｋＰａ。

图 １ 正常对照组及不同分度脂肪肝组的 SWE图

脂肪肝的研究报道。 本研究通过比较不同分度的脂肪

肝患者及正常成人肝杨氏模量值的差异，探讨ＳＷＥ 在

脂肪性肝病中的应用价值。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 ～１２ 月在我院就诊的脂肪肝患者

１５８ 例（脂肪肝组），均行肝脏常规超声检查和 ＳＷＥ 检

查。 所有患者均由两位超声医师共同检查，并严格按

照超声脂肪肝分度标准分为轻、中、重度 ３ 个亚组。

轻度脂肪肝组 ５２ 例，其中男 ２５ 例，女 ２７ 例，年龄 ２０～

６９ 岁，平均（４１．６±９．７）岁；中度脂肪肝组 ５１ 例，其中男

２３ 例，女 ２８ 例，年龄 ３１～７０ 岁，平均（４２．１±１１．３）岁；重

度脂肪肝组 ５５ 例，男 ２５ 例，女 ３０ 例，年龄 ２０～７２ 岁，

平均（３９．７±１２．８）岁。

另选健康成人 ５０ 例为正常对照组，其中男 ２３ 例，

女 ２７ 例，年龄 ２７～５８ 岁，平均（３６．９±４．２）岁。 排除局灶

性脂肪肝患者，以及存在其他肝病史、长期饮酒史、用

药史、肝功能异常者。

超声脂肪肝分度标准

［

５－６

］

：①肝区近场回声弥漫性

增强（强于肾脏和脾脏），远场回声逐渐衰减；②肝内管

道结构显示模糊； ③肝脏体积轻至中度肿大， 边缘圆

钝； ④ＣＤＦＩ 示肝内彩色血流信号减少或不易显示，但

肝内血管走向正常； ⑤肝右叶包膜及横膈回声显示不

清或不完整。 具备上述第 １ 项及第 ２～４ 项中 １ 项者为

轻度脂肪肝；具备上述第 １ 项及第 ２～４ 项中 ２ 项者为

中度脂肪肝；具备上述第 １项及 ２～４项中 ２项和第 ５项

者为重度脂肪肝。

二、仪器与方法

使用 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ｅ ＡｉｘＰｌｏｒｅｒ 彩色多普勒超

声诊断仪，凸阵探头，频率 １～６ ＭＨｚ。嘱受检者空腹，取

平卧位， 右上肢放于头顶， 于右肋间选择肝右前叶切

面，探测深度 ３～５ ｃｍ，避开肝内粗大管道结构，嘱患者

平静呼吸状态下屏气，切换到 ＳＷＥ 模式，待弹性图像

稳定 ３～５ ｓ 后冻结图像， 启动定量分析系统测量肝右

前叶的弹性平均值，测量直径 ２０ ｍｍ，连续测量 ３ 次，

取平均值。

三、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 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

两样本均数比较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 多个样本均数比

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秩

相关检验。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所有受检者均获得满意的弹性图像， 并测得肝杨

氏模量值（图 １）。

正常对照组肝脏杨氏模量值为（４．７９±０．７７）ｋＰａ，

脂肪肝组杨氏模量值为（４．５１±０．５7）ｋＰａ，两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５６２，Ｐ＜０．０５）。轻、中、重度脂肪肝

组杨氏模量值分别为（４．７３±０．６８）ｋＰａ、（４．４９±０．５８）ｋＰａ

及（４．４２±０．６１）ｋＰａ，正常对照组及脂肪肝各亚组间杨

氏模量值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３．９６５， Ｐ＜０．０５）；

正常对照组与中、重度脂肪肝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ｔ＝０．２９４、０．３６７，均 Ｐ＜０．０５），轻度脂肪肝组与重度

脂肪肝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０．３３８，Ｐ＜０．０５），轻

度脂肪肝组与正常对照组及中度脂肪肝组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４３９、０．３２５）。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显示，肝杨氏模量值与肝脏脂

肪变程度呈弱负相关（ｒ＝－０．１８５，Ｐ＜０．０５）。

讨 论

非酒精性脂肪肝又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ｎｏｎ－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ＮＡＦＬＤ），是指除外酒精和

其他明确的损肝因素所致的以肝细胞脂肪变为主要特

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 ＮＡＦＬＤ 病因多样，包括脂肪代

谢的各个环节， 其中胰岛素抵抗和遗传易感性是本病

的重要原因。 随着疾病的进展，ＮＡＦＬＤ 可由非酒精性

单纯性脂肪肝发展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 甚至肝硬

A B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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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因此，ＮＡＦＬＤ 的早期诊断与病情评估对其及时、有

效治疗十分重要。 目前临床诊断脂肪肝的金标准是肝

穿刺活检，但因其有创伤，存在取样误差，难以推广，故

脂肪肝的临床诊断主要依赖于影像学检查， 超声具有

安全、经济等优点成为本病的首选检查方法。

常规超声可检出脂肪含量达 ３０％以上的脂肪肝，

对于脂肪含量达 ５０％以上的脂肪肝，其诊断敏感性达

９０％。但常规超声诊断脂肪肝的分度标准比较复杂，且

对于超声表现不典型者分度时存在一定的主观性，由

于缺乏定量指标，因此重复性和对照性不高，也不便于

治疗后量化评估疗效。 近年来随着超声弹性成像技术

的发展， 利用不同弹性成像技术对脂肪肝的定量诊断

成为研究热点， 如超声弹性成像组织弥散定量分析技

术、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声辐射力脉冲成像技术及瞬

时弹性成像技术等，众多研究

［

7-10

］

均表明超声弹性成

像技术对脂肪肝的定量诊断有重要价值。 SWE 技术无

需手动施压，具有二维实时成像的功能，能定量检测组

织的绝对硬度值，在临床上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本研究应用 SWE 技术测量不同分度的脂肪肝患

者及正常成人的肝杨氏模量值， 结果表明脂肪肝患者

肝杨氏模量值明显低于正常成人（P<0.05），脂肪肝的

严重程度与肝杨氏模量值呈弱负相关， 这可能是肝细

胞脂肪变性后使肝组织变软所致。 脂肪肝各亚组间杨

氏模量值比较仅轻度组与重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明该技术对于脂肪含量相差不大时的区分能力有

限。 有研究

［

１1

］

表明，肝脏的硬度随着脂肪肝的严重程

度增加而升高， 这是由于研究对象包含肝功能异常的

患者所致，肝功能异常患者多为中、重度脂肪肝，且常

伴发脂肪性肝炎，甚至肝硬化，这使测得的肝杨氏模量

值明显增加，因此本研究排除肝功能异常患者，仅对单

纯性脂肪肝患者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SWE 技术可定量评价肝组织的硬度变

化，为无创判定组织的微细变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在 ＮＡＦＬＤ 患者的诊断和分度评估上具有一定临床意

义。 但该技术在测量中的影响因素比较多

［

１2

］

，测值有

一定的波动性， 故要求临床医师在实际工作中统一测

量条件，多次测量取其均值。 本研究尚有不足，如未纳

入肝功能异常的患者， 未对受检者进行组织病理学验

证等，这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１］ 孙渭玲，严碧歌，马磊． 超声弹性成像技术及其应用［Ｊ］． 现代生物

医学进展，２００７，７（９）：１４１０－１４１３．

［２］ Ｇｌｏｚｍａｎ Ｔ，Ａｚｈａｒｉ Ｈ．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

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Ｊ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Ｍｅｄ，２０１０，２９（３）：３８７－３９８．

［３］ Ｆｅｒｒａｉｏｌｉ Ｇ，Ｔｉｎｅｌｌｉ Ｃ，Ｄａｌ Ｂｅｌｌｏ Ｂ，ｅｔ ａｌ．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ｓｈｅａｒ

ｗａｖｅ 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ｌｉｖｅｒ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Ｃ：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Ｊ］． 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５６（６）：２１２５－２１３３．

［４］ Ｂａｖｕ Ｅ，Ｇｅｎｎｉｓｓｏｎ ＪＬ，Ｃｏｕａｄｅ Ｍ，ｅｔ ａｌ．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ｉｎ ｖｉｖｏ ｌｉｖｅｒ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ｓｏｎｉｃ ｓｈｅａｒ ｉｍａｇｉｎｇ：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１１３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Ｃ ｖｉｒｕ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Ｍｅｄ Ｂｉｏｌ，２０１１，３７（９）：

１３６１－１３７３．

［５］ 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学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病和酒精性肝病诊疗指南［Ｊ］．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０６，１４（３）：１６１．

［６］ 李汉英， 袁莉芳， 董常峰， 等． 超声组织定征对均匀性脂肪肝分

度的测量研究［Ｊ］．中国超声诊断杂志，２００５，６（４）：２６１－２６３．

［７］ 陈越峰， 甘科红， 丛淑珍， 等． 超声弹性成像组织弥散定量分析

技术在脂肪肝分度中的应用［Ｊ］．中国医学影像技术，２０１１，２７（７）：

１４３５－１４３８．

［8］ 郝美娜， 赵玉珍， 舒瑞， 等． 声触诊组织量化技术及生化指标在

脂肪肝定量诊断中的应用［Ｊ］． 中国超声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９） ：

７９５－７９８．

［9］ 张大鹍，张新力，李志艳，等．声辐射力脉冲成像技术定量评价弥漫

性脂肪肝的临床研究［Ｊ］． 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２０１０，２１（１０）：

７４４－７４６．

［１0］ 朱梦飞，刘静，王洁， 等．瞬时弹性超声诊断仪实施脂肪衰减参数

评价病理确诊的肝细胞脂肪变［Ｊ］．中国医刊，２０１４，４９（４）：３２－３４．

［１1］ 陈飞，姚亚宁，马苏美，等．声脉冲辐射力成像技术在非酒精性单

纯性脂肪肝患者中的诊断价值［Ｊ］．临床肝胆病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１０）：

７５６－７５９．

［１2］ 韩秀梅， 张震， 王学梅， 等． 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测量肝脏弹性

的影响因素分析［Ｊ］． 中华医学超声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４，１１（１２）：

９６４－９６８．

（收稿日期：2016-04-05）

免收稿件处理费的通知

为方便作者投稿，经本刊编委会讨论通过，本刊免收文章稿件处理费。

本刊编辑部

25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