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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心脏功能需做心脏电生理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邓  祁

心脏，这个人体的重要器官，不仅

是一个肌肉泵，更是一个高度智能化的

系统。心脏电生理，作为评价心脏电功

能的一种精确方法，正像一把钥匙，揭

开心脏电活动的神秘面纱。本文将带您

深入了解心脏电生理，探索其在心脏功

能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为我们的心

脏健康保驾护航。

心脏电生理，这个听起来既神秘又

高科技的词汇，其实是评价心脏电功能

的一种精确方法。简单来说，它就像是

给心脏做一次深入的“内部体检”。通

过将细小的导管插入心脏内部，医生能

够直接记录到心脏内部的电信号，这些

信号就像是心脏跳动的“指令”，指挥

着心脏的每一次收缩和舒张。

在这个过程中，患者可以处于自身

心律或起搏心律状态下，医生则会像侦

探一样，仔细分析心内电活动的表现和

特征。他们会观察电信号的传导路径、

频率以及是否存在异常。通过这些细致

入微的观察和分析，医生能够精确定位

异常传导路径，并评估潜在的心律失常

风险。

心脏电生理检查不仅能够帮助医生

确诊复杂的电生理问题，还能为制定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提供重要依据。比如，

如果发现心脏内部存在异常的电信号路

径，医生就可以通过射频消融术这种精

确的技术，破坏这些异常组织，从而恢

复正常的电传导路径。这就像是在心脏

内部进行一场“微创手术”，让心脏重

新找回正常的节奏。

此外，心脏电生理检查还能评估患

者是否需要植入心脏复律除颤器或心脏

起搏器。这些设备就像心脏的“守护神”，

能够在心脏出现异常时及时介入，确保

心脏始终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精确诊断心律失常

心律失常，这个听起来就让人心生

忧虑的词汇，其实描述的是心脏跳动失

去了它应有的节奏，可能跳得过快、过

慢，或者变得不规则。这种异常不仅会

让心脏的工作效率大打折扣，还可能带

来头晕、乏力、胸闷等一系列不适症状，

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而心脏电生理检

查，就像是给心脏做一次全方位的“电

路检测”。医生通过细小的导管深入心

脏内部，直接记录并分析心脏电信号的

传导路径和频率，就像是在心脏里安装

了一个“高清监控摄像头”。这样，医

生就能像侦探一样，找出问题所在，为

心律失常的准确诊断和治疗提供坚实依

据，守护我们的心脏健康。

个性化治疗方案

每个人的心脏结构和电生理特性都

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指纹般无法复制。

因此，面对心律失常这一病症，不同患

者往往需要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心脏电

生理检查，就像一把开启心脏奥秘的“钥

匙”，让医生能够深入了解患者心脏内

部的电信号传导路径及异常部位。基于

这些详尽的信息，医生如同裁缝量身定

做衣物一般，为每位患者精心设计治疗

方案。一旦发现异常的电信号路径，医

生便会采用射频消融术进行“线路修复”，

让心脏恢复正常节奏。对于复杂心律失

常，医生还会评估是否需要植入心脏复

律除颤器或起搏器，这些设备如同心脏

的“保镖”，时刻守护着心脏的安全。

预防潜在风险

心脏电生理检查不仅限于诊断和治

疗现有的心律失常，其更深远的意义在

于预测和预防潜在的风险。很多时候，

心律失常的症状并不明显，患者可能毫

无察觉，但潜在问题却可能在悄然恶化。

通过心脏电生理检查，医生能够早期发

现并及时干预，有效阻止病情进展。例

如，某些心律失常可能增加血栓形成风

险，进而引发中风等严重并发症，而检

查可帮助评估这一风险，并采取相应的

抗凝治疗或生活方式调整。同时，心脏

电生理检查还能全面评估心脏功能，确

保肾脏、肝脏等其他器官获得充足血液

供应，因为心脏是人体血液的“泵”，

其健康直接关系到整体身体的健康。

心脏不仅是肌肉泵，更是高度智能

化的器官，依靠电信号精确调控心跳。

心脏电生理检查如同钥匙，打开了了解

心脏电功能的大门，在预防和治疗心律

失常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为心脏健康保

驾护航。未来，随着科技进步，这项技

术将不断完善，为更多心脏疾病患者带

来康复的福音。

急性肺损伤（ALI）是悄然破坏

呼吸功能的严重疾病，可由创伤、感

染等触发，进展至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ARDS）时危及生命。传统影像

学诊断手段存在局限，而超声作为无

创、便捷且无辐射的工具，为急性肺

损伤的诊断和管理开辟了新路径，成

为床旁持续监控的优选。

成因复杂多样

急 性 肺 损 伤 的 发 病 原 因 多 种 多

样，仿佛是一个复杂的谜团。其中，

感染是最常见的元凶之一。严重的肺

部感染，如细菌性肺炎或新冠病毒感

染（如新冠肺炎），会像一把锋利的

刀，切割着肺部组织，引发急性肺损

伤。创伤或手术也是不可忽视的诱因。

外伤如胸部撞击或烧伤，以及大手术

后的并发症，都可能让肺部遭受无辜

的伤害。

此外，吸入有害物质也是急性肺

损伤的一个重要原因。有害气体、化

学物质或液体（如胃内容物误吸）可

能直接侵入肺部，对肺部组织造成损

伤。血流动力学变化，如体内发生严

应用范围广泛

在急性肺损伤的诊断与管理中，

超声技术正彰显着其日益凸显的重要

性。作为一种安全、便捷的成像技术，

超声为医生提供了迅速评估患者肺部

状况的利器，尤其在急诊或 ICU 环境

中，其床旁检查的优势更是无可比拟。

超声能够迅速诊断急性肺损伤，

相较于传统的 X 线或 CT，它更快、

更直接地揭示了肺部的损伤情况。医

生通过超声可以直观地看到液体潴

留、肺不张等病理改变，为迅速做出

诊断决策提供了坚实依据。

此外，超声还能动态监测急性肺

损伤的变化，医生可通过反复检查，

实时跟踪病情，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实现精准治疗。对于机械通气患者，

超声更是得力助手，能准确判断肺充

气状态，优化通气参数，减少肺损伤

风险。

超声的无创性和安全性也是其

显著优势，无辐射、可重复检查，让

长期住院的重症患者更加舒适安心，

成为急性肺损伤诊断与管理的理想选

择。

预防降低风险

虽然急性肺损伤有时难以完全预

防，但可以通过多种措施有效降低其发

生风险。首先，预防感染是核心策略，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积极接种流感疫

苗和肺炎疫苗，能有效预防引发急性肺

损伤的感染性疾病。对于住院患者，严

格执行无菌操作和感染控制措施同样

至关重要，以减少医院内感染的风险。

其次，避免吸入有害物质是预防

急性肺损伤的关键一环。应尽量减少

暴露于有害气体、烟雾或化学物质中，

戒烟并远离二手烟，以保护肺部免受

损伤，确保呼吸顺畅。

同时，加强营养与规律运动，保

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能显著增强免疫

力，帮助身体抵御外界病原体的侵袭，

从而降低急性肺损伤的风险。

此外，及时治疗高血压、糖尿病

等基础疾病，控制病情稳定，也是预

防急性肺损伤的重要措施。

最后，规范用药不容忽视，长期

服药患者应严格遵医嘱，避免过量或

不当用药，确保用药安全有效，共同

守护肺部健康。

急性肺损伤是严重的肺部疾病，

及时诊治至关重要。超声作为便捷、

无创的影像检查手段，提高了诊断准

确性和治疗精准性，为患者带来希望。

了解肺损伤的原因、症状和预防措施，

可共筑健康防线。感谢医疗一线的医

生们，用超声守护我们的肺部健康，

让呼吸更自由畅快。

重的失血、休克或败血症，也会让肺

部血流变得异常，从而引发急性肺损

伤。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如吸毒、过

量使用氧气、严重的过敏反应等，也

可能成为急性肺损伤的触发点。

识别典型症状

急性肺损伤的症状通常来得急促

而猛烈，仿佛是一场与生命的赛跑。

呼吸困难是最明显的症状，患者会明

显感到呼吸费力，伴随胸闷、喘息，

呼吸频率明显增快。由于肺部的气体

交换功能受损，氧气无法充分进入血

液，导致血氧饱和度下降。这时，患

者的唇部可能会发紫，意识也可能变

得模糊。

部 分 患 者 还 可 能 会 出 现 频 繁 的

咳嗽，伴随咳出大量痰液，甚至痰中

带血。全身不适也是急性肺损伤的常

见症状，患者可能感到乏力、头痛、

胸痛等。严重者甚至会出现意识障碍

或休克，生命垂危。这些症状的迅速

发展，无疑是在与时间赛跑，需要医

生迅速做出诊断并给予及时的治疗干

预。

超声：急性肺损伤的“诊疗哨兵”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冯晓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