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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本项目属于内科学心血管病、心血管超声领域。抑心房颤动是临床上

最常见的心律失常，超声心动图可以提供房颤患者心脏功能，并发症，预后等重

要信息，能够引导房颤的消融治疗以及决定是否能够进行房颤转复治疗。超声心

动图各种技术的综合应用是对房颤患者最佳治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历时

11 年，通过临床与基础研究得到结果应用于临床。 

1．心房颤动发生机制的研究纽带和桥梁 

大多数心血管事件为动脉粥样硬化进行性发展的结果，动脉壁是病变的原发部位，

超声观察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ntima-media thickness，IMT）及颈动脉斑块是无

症状动脉粥样硬化有效的无创检测方法。 

2.判断心房心室功能、预见房颤发生的重要依据。 

我们团队应用二维斑点追踪技术观察阵发房颤患者左心房功能的变化，阵发房颤

患者左心房心肌储存血液势能的能力不变，但心房壁间传导存在明显的不均一性，

左心房整体的助力泵功能下降。二维斑点追踪技术能无创及定量评价左心房整体

的功能异常。 

3.了解心房颤动引起心脏结构功能改变的重要途径 

我们应用经胸实时三维及二维超声心动图技术观察房颤患者左心房及肺静脉结

构改变。而实时三维超声心动图对肺静脉的观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随时间变

化的动态观察。 

4.心房颤动的治疗新靶点研究的重要工具 



糖尿病（DM）是心房颤动（AF）的独立危险因素。然而，潜在的机制仍然没有

明确阐明。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四氧嘧啶诱导的糖尿病兔的心房机电功能、心房

电生理变化和房颤诱导性。导管消融治疗肺静脉起源的房颤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但有时难以在消融过程中定位房颤起源，在心腔内探查前获得房颤触发肺静脉的

信息可能在简化及缩短消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研究成果已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应

用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本研究发表 SCI 期刊论文 14 篇，核心期刊文

章 8 篇，累计影响因子 37.32 分，他引 82 条，最高影响因子 6.802 分，登记科技

成果 2 项，培养 4 名博士和 5 名硕士。研究成果经查新站查新，未见与其整体相

同中外文献报道；专家组鉴定给予较好评价。 

发现点/发明点/创新点： 

1.首次国内应用二维斑点追踪技术观察阵发房颤患者左心房功能的变化。 

发房颤患者左心房心肌储存血液势能的能力不变，但心房壁间传导存在明显的不

均一性，左心房整体的助力泵功能下降。二维斑点追踪技术能无创及定量评价左

心房整体的功能异常。 

2.应用超声心动图揭示心房电机械功能与心房颤动的关系。 

糖尿病兔心房电机械功能明显受损，与心房肌纤维化、心房间电传导延迟有关，

可能是糖尿病发生房颤的重要机制之一。 

3．国内首次应用超声心动图观察肺静脉结构改变。提出房颤患者心房增大，肺

静脉增宽。非阵发房颤患者肺静脉增宽更明显。应用经胸二维及实时三维超声心

动图技术可以无创观察房颤患者左心房及肺静脉结构改变。 

4.团队应用经食道超声与组织多普勒相结合的方法预测左心耳血栓的发生，和药

物的干预作用。国内未见报道。 

5.应用超声心动图技术于心房颤动基础研究，提示 PKCβ/NF-κB 通路是糖尿病心

房颤动发生的重要通路，并应用基础研究提出新型药物对于心房颤动的干预治疗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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