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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部超声联合心脏超声在小儿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中的诊断价值

摘 要：目的：探讨肺部超声联合心脏超声在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PARDS）中的诊断价值。方法：纳入

2018-07～2020-07我院收治的PARDS患者98例，随机分2组，对照组49例，均接受单纯肺部超声诊断，研究组49

例，均基于肺部超声，联合心脏超声诊断，以2015年儿童急性肺损伤委员会（PALICC）制定的PARDS诊断标准为金

标准，比较两组诊断结果。结果：研究组病情诊断结果与金标准诊断结果的符合率为97.96%，较对照组85.71%明显更

高（P＜0.05），研究组对 PARDS 预后预测的灵敏度（85.71%）、特异度（92.86%）较对照组（灵敏度 62.86%、特异度

57.14%）均明显更高（P＜0.05）。结论：基于肺部超声，在PARDS临床诊断中联用心脏超声具有较高应用价值，可明

显提高患者病情及预后预测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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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lung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cardiac ultrasound in children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PARDS). Methods: A total of 98 PARD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u-

ly 2018 to July 2020 were enroll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49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diagnosed

with pure lung ultrasound. The 49 cas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all based on lung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cardiac ultra-

sound diagnosis, using the PARDS diagnostic criteria established by the Children's Acute Lung Injury Committee (PALICC)

in 2015 as the gold standard, the diagnostic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coincidence rate between

the study group's disease diagnosis results and the gold standard diagnosis results was 97.96%,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

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5.71% (P<0.05). The study group had a sensitivity (85.71%) and specificity (92.86) for pre-

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PARDS. %)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sensitivity 62.86%, specificity 57.14%)

(P<0.05). Conclusion: Based on pulmonary ultrasound, the combined use of cardiac ultrasound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PARDS has a high application value,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atient condition and prognosis predic-

tion.

Key words： pulmonary ultrasound; cardiac ultrasound;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in children; diagnostic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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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pediatric acute re-

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PARDS）起病急骤，若未

予以及时治疗，临床病死率可高达50%及以上，而

治疗及时且效果良好，大部分患者可基本恢复正

常，因此尽早有效诊疗对患者预后尤为重要[1]。

2015年通过急性肺损伤共识会议儿童急性肺损伤

委员会（PALICC）制定了这一疾病相关诊断标准，目

前临床PARDS病情诊断也多以此为金标准，但这一

诊断方法受限于使用环境、经济成本高等因素，并

不适用于临床广泛推广[2]。随着临床医疗技术水平

的不断提高，肺部超声检查与心脏超声检查等诊断

方法的应用，目前PARDS诊断方面已有了更多的突

破性成就，其中肺部超声检查尤为常见，不过对于

肺部超声检查与心脏超声检查相结合的诊断方案

报道较少[3]。本研究纳入我院收治的PARDS患者

98例，探讨肺部超声联合心脏超声在PARDS中的

诊断价值，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治疗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2018-07～2020-07我院收治的PARDS患

者98例，纳入标准：符合PARDS诊断标准[4]，血气分

析氧合指数＜250，存在呼吸急促、呼吸困难等症

状，患者家属对研究内容均知晓并能理解，同时自

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临床资料不完整，

合并其他肺部或自身免疫等可对诊断结果造成影

响的疾病，拒绝或排斥研究。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两组，其中研究组49例，男27例，女22例，年龄平

均（5.45±1.64）岁（范围：1～11岁），病情严重程度：

轻度18例、中度22例、重度9例；对照组49例，男29

例，女20例，年龄平均（5.38±1.76）岁（范围：1～11

岁），病情严重程度：轻度17例、中度21例、重度11

例。两组性别、年龄、病情严重程度相比，均不存在

显著差异（P＞0.05），具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肺部超声，具体如下：取仰卧

位，采用索诺生超声仪以3.5~10.0MHz频率的相控

阵凸面探头于肺区完成探查，肺区探查点共8个，包

括腋中线交于右手小指外缘膈肌的双侧膈肌点、右

手掌中心的下蓝点、下蓝点同侧腋后线交于这一点

垂直向后的后侧壁肺泡胸膜综合征点、左手第三及

四指关节处的上蓝点等，且这一检查评估严格按照

床旁肺部超声评估流程（目标导向）执行。肺部超

声评分为肺区探查情况评分总和，总分0~24分，上

述肺区评分计分标准如下：正常通气记“0”分，中度

肺通气减少记“1”分，重度肺通气减少记“2”分，肺

实质记“3”分[5]。研究组基于肺部超声（检查方法同

上），联用心脏超声，具体如下：于胸骨旁长轴、双侧

胸膜腔位及心尖与剑下四腔心采用M超声进行探

查，且这一检查评估流程严格按照经胸心脏超声评

估流程（目标导向）执行。以2015年PALICC制定的

PARDS诊断标准为金标准，比较两组病情诊断结

果，并随访跟踪至患者治愈出院后2个月，记录其预

后情况。

1.3 统计学处理

研究数据应用SPSS 19.0处理，病情诊断、预后

预测相关计数资料表述应用百分率（%），行单侧χ2

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以P<0.05具有统计学意

义。

表1 研究组病情诊断结果与PALICC诊断结果的符合情况

Tab.1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group's disease diagnosis and PALICC's diagnosis

PALICC诊断结果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研究组诊断结果（n=49）

轻度

18

1

0

19

中度

0

21

0

21

重度

0

0

9

9

合计

18

22

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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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病情诊断结果

PALICC诊断结果显示：研究组轻度、中度、重

度PARDS患者分别有18例、22例、9例，研究组肺部

超声与心脏超声联合诊断结果显示：研究组轻度、

中度、重度PARDS患者分别有18例、22例、9例；

PALICC 诊断结果显示：对照组轻度、中度、重度

表2 对照组病情诊断结果与PALICC诊断结果的符合情况

Tab.2 Conformity between the diagnosis results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agnosis results of PALICC

PALICC诊断结果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对照组诊断结果（n=49）

轻度

13

0

0

13

中度

4

20

2

26

重度

0

1

9

10

合计

17

21

11

49

注：与对照组诊断符合率比较，P=0.027

表3 两组对PARDS预后的预测价值对比

Tab.3 Comparison of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two groups on the prognosis of PARDS

预测结果

预后较好

预后较差

合计

实际结果

研究组

预后较好

30

5

35

预后较差

1

13

14

合计

31

18

49

对照组

预后较好

22

13

35

预后较差

6

8

14

合计

28

21

49

表4 两组对PARDS预后预测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灵敏度、特异度比较
Tab.4 Comparison of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the

prognosis of PARD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分组

研究组

对照组

χ2

P

阳性预测值

96.77%（30/31）

78.57%（22/28）

4.662

0.031

阴性预测值

72.22%（13/18）

38.10%（8/21）

4.542

0.033

灵敏度

85.71%（30/35）

62.86%（22/35）

4.786

0.029

特异度

92.86%（13/14）

57.14%（8/14）

4.762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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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DS患者分别有17例、21例、11例，对照组单纯

肺部超声诊断结果显示：对照组轻度、中度、重度

PARDS 患者分别有 17 例、21 例、11 例；研究组

PARDS 患者病情诊断结果与金标准的符合率为

97.96%（48/49），高于对照组 85.71%（42/49）（χ2=

4.900，P=0.027＜0.05）（见表1、2）。

2.2 预后预测价值

研究组预测结果预后较好者31例，预后较差者

18 例 ，阳 性 预 测 值 为 96.77% ，阴 性 预 测 值 为

72.22%，灵敏度为85.71%，特异度为92.86%；对照

组预测结果预后较好者28例，预后较差者21例，研

究组对PARDS预后预测的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

值、灵敏度、特异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3 讨论

PARDS多见于肺实质和间质性疾病，病因较

多，可源于一种或多种致病因素，是肺部受损后所

表现出的一种非特异性反应，常见呼吸困难、肺部

实变体征等表现，严重可累及多脏器衰竭发生。研

究发现，PARDS早期有效诊断可便于临床尽早干预

而延缓患者病情进展，以降低因这一疾病而病亡的

发生概率[5]。肺部超声检查对于这一病变情况可有

效诊断，但也存在一定漏诊率，为实现更理想诊断

效果，临床联合应用心脏超声，结果发现这一诊断

方案不仅更有利于动态评估PARDS患者病情，也有

助于提高其对患者预后预测的诊断效能[6]。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对PARDS患者病情的

诊断结果与金标准诊断结果的符合率可高达

97.96%，与对照组符合率85.71%比较明显更高（P＜

0.05），提示基于肺部超声，联合应用心脏超声对

PARDS患者病情的诊断相较于单纯肺部超声诊断

的准确率更高。考虑与肺部超声用于PARDS临床

诊断中诊断效果虽肯定但存在敏感及特异度不高

以致存在一定漏诊，而联合心脏超声则可有效提高

这一诊断的敏感度与特异度有关[7,8]。分析两组预

后预测情况，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对PARDS患

者预后预测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85.71%、

92.86%，与对照组灵敏度、特异度（62.86% 57.14%）

比较均明显更高（P＜0.05），提示在PARDS临床诊

断中，基于肺部超声，同时结合心脏超声诊断在提

高患者预后预测效果方面具有显著效果。李延伸

等[9]在相关研究中也有指出，心肺联合重症超声可

重复性强，操作简便，于PARDS临床诊断中应用，肺

部超声可有效诊断患者病情，联合心脏超声，可通

过与心室功能指标水平联合评估患者预后，准确预

测患者预后，于临床使用方面具有较高价值。

综上所述，基于肺部超声，联用心脏超声，于

PARDS临床诊断中，在有效准确诊断患者病情及预

测患者预后方面效果显著，使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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