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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析颈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或狭窄与脑卒中的关系及中医证候要素分布和变化，为脑卒中防治提供依据。方
法：２０１２年对北京市丰台区王佐镇脑卒中高危人群进行调查，２０１５年对相同人群进行第二次调查，共收集有效资料５４２
例，按有无缺血性卒中分为２组，比较颈动脉硬化斑块有无、特征、部位、中医证候要素差异，分析３年随访中新增卒中患
者的颈动脉病变、危险因素及中医证候要素变化。结果：颈动脉斑块组既往脑卒中患者比例高于无斑块组，以颈动脉窦部

为斑块好发部位、低回声或混合回声斑块为多，２组患者单一中医证候要素无显著差异，气虚＋痰、痰＋火在２组中分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双侧颈动脉狭窄较单侧狭窄及无狭窄组既往卒中患者比例高；３年中新发卒中１０例，中医证候要素均发
生变化且多与火证相关。结论：颈动脉斑块及双侧狭窄与脑卒中发生相关，证候要素以气虚 ＋痰、痰 ＋火为其特征；在脑
卒中病情变化中火、血瘀、痰等证候要素发生变化。

关键词　颈动脉硬化斑块；颈动脉狭窄；脑卒中；中医证候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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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居民第３次死因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脑血
管病已成为我国国民死亡原因第一位，由于其具有

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和诸多并

发症而给个人、家庭、社会造成沉重负担。颅内外动

脉粥样硬化是脑卒中发生的重要原因，颈动脉是动

脉粥样硬化早期好发部位、是反映全身动脉粥样硬

化情况的窗口，对脑卒中的筛查与早期防治具有重

要意义。本研究对５４２例脑卒中高危人群进行颈动
脉筛查、脑卒中危险因素及中医症状特点调查，探析

颈动脉粥样硬化部位、性质、程度与脑卒中的关系及

其中医证候要素分布特点，并进行３年随访，观察随
访期间新出现的脑血管事件及其中医证候变化。以

期初步阐述颈动脉粥样硬化与脑卒中发生的关系，

以及中医证候要素在疾病不同节段的演变过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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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筛查及早期防治提供指导。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所有病例来源于２０１２年５月在北
京市丰台区王佐卫生服务中心筛查的脑卒中高危人

群，并于２０１５年５月对相同人群进行随访观察。共
纳入研究病例５４２例，根据颈动脉超声结果分为颈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含狭窄）组３０７例和非颈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组２３５例。
１２　纳入标准　筛查对象为４０岁以上北京市常驻
人口；能配合完成各种检查及调查者。

１３　排除标准　未能完成第３年随访观察者；有严
重心、脑、肝、肾疾病或精神障碍不能配合调查者。

１４　诊断标准　１）高血压诊断参照“中国高血压防
治指南２０１０”［１］，血压≥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或正在服用
降压药；２）糖尿病诊断参照“中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
南”（２０１０版）［２］；３）血脂异常诊断参照“中国成人
血脂异常防治指南”（２００７版）［３］；４）缺乏体育锻炼
标准：体育锻炼的标准是每周锻炼≥３次、每次锻炼
≥３０ｍｉｎ、持续时间超过１年，从事中重度体力劳动
者视为经常有体育锻炼；４）明显超重或肥胖（ＢＭＩ≥
２６ｋｇ／ｍ２）。
１５　研究方法
１５１　病史调查及中医症状观察　１）制定统一的
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防治临床观察表及工作手册，

对参与人员进行统一培训，保证研究工作的可靠性、

一致性。２）由专业中医师对人组患者进行中医症状
观察。

１５２　颈动脉检查方法　所有研究病例均由北京
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功能检查科专业超声医师统一

培训后进行，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ＩＭＴ）≥１０ｍｍ
为增厚，ＩＭＴ≥１３ｍｍ为斑块形成，ＩＭＴ≥１５ｍｍ
为颈动脉狭窄。测量指标包括［４］：斑块部位：分为颈

总动脉、颈动脉窦部、颈内动脉，斑块表面：粗糙、光

滑；斑块回声：强回声、等回声、低回声、混合回声；是

否为溃疡斑；颈动脉狭窄部位：分为颈总动脉、颈动

脉窦部、颈内动脉），狭窄程度：狭窄度 ＝（１颈内动
脉最窄处血流宽度／狭窄病变远端正常颈内动脉内
径）×１００％，分为轻度狭窄（动脉内径缩小 ＜
５０％）、中度狭窄（动脉内径缩小５０％～６９％）、重度
狭窄（动脉内径缩小７０％～９９％）、完全闭塞。
１６　统计学方法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数据采用双人双机独立录入，合库后对数据进行

核查，保证数据准确性。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
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

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相关性分析采
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证候要素归纳采
用因子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分析　共纳入符合条件者５４２例，其
中男２２４例，女３０８例，最小年龄４０岁，最大年龄８５
岁，平均年龄（５５７６±７７６４）岁。有颈动脉硬化斑
块（或狭窄）组共 ３０７例（占 ５６６４％），其中男 １５１
例，女１５６例，平均年龄（５８３４±７８２１）岁；无颈动
脉硬化斑块组共 ２３５例（占 ４３３６％），其中男 ８３
例，女１５２例，平均年龄（５２３６±６２８１）岁。２组病
例性别（χ２＝１０４３２，Ｐ＝０００１）、年龄（ｔ＝９８１０，Ｐ
＝００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　颈动脉硬化斑块与缺血性卒中的相关性分析
　　在筛查人群中有缺血性卒中病史者共５７例，其
中４４例有颈动脉斑块，１３例无斑块，二者相比有统
计学差异（χ２＝１０９５４，Ｐ＝０００１）；有颈动脉斑块组
男２８例、女１６例，平均年龄（５８５５±７５１）岁；无颈
动脉斑块组男 ５例、女 ８例，平均年龄（５０６２±
３７５４）岁；２组患者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２６０９，Ｐ＝０１０６），有斑块组平均年龄高于无斑块组
（ｔ＝３６５８，Ｐ＝０００１）。有 ＴＩＡ史者５５例，其中有
颈动脉斑块者２８例，无斑块者２７例，二者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８９，Ｐ＝０３６５）。对筛查人群
颈动脉斑块发生部位及其与缺血性卒中病史的关系

进行分析，斑块发生率在左右两侧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颈总动脉、颈动脉窦部、颈内动脉３个部位分别
为 χ２ ＝３４４３、１６０４、１１０６，Ｐ＝００６４、０２０５、
０２９３）；斑块在颈总、窦部、颈内３个部位的发生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左侧 χ２＝５３６８，Ｐ＝００００；右
侧χ２＝５７７０，Ｐ＝００００），其中颈动脉窦部的斑块
发生率显著高于颈总动脉及颈内动脉部位（Ｐ＝
００００），颈总动脉斑块发生率显著高于颈内动脉（Ｐ
＝００００）。各部位有斑块者缺血性卒中的患病率差
异（左侧χ２＝１１１２，Ｐ＝０５７４；右侧χ２＝０３７８，Ｐ＝
０８２８）；在所筛查患者群体中有缺血性卒中者斑块
在颈动脉窦部最为多见、与其他二部位有差异（左侧

χ２ ＝１４８２０，Ｐ＝０００１；右侧 χ２ ＝１２８０４，Ｐ＝
０００２），颈总动脉与颈内动脉斑处无显著差异（左侧
χ２＝０７４２，Ｐ＝０３８９；右侧 χ２＝０９０４，Ｐ＝０３４２）。
按斑块表面光滑或粗糙进行分类，颈总动脉、颈动脉

窦部、颈内动脉各部位表面粗糙斑块的分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左侧 χ２＝０６０４，Ｐ＝０７０７；右侧 χ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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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９８，Ｐ＝０２２４），左右两侧表面粗糙斑块的分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颈总动脉处 χ２ ＝０２３３，Ｐ＝
０６３０；颈动脉窦部处 χ２＝００７１，Ｐ＝０７８９；颈内动
脉处χ２＝１２９６，Ｐ＝０２５５）。双侧各部位斑块表面
粗糙者患缺血性卒中的比例与表面光滑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按斑块表面光滑或粗糙进行分类，颈总

动脉、颈动脉窦部、颈内动脉各部位表面粗糙斑块的

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左侧 χ２ ＝０６０４，Ｐ＝
０７０７；右侧 χ２＝２９９８，Ｐ＝０２２４），左右两侧表面
粗糙斑块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颈总动脉处 χ２

＝０２３３，Ｐ＝０６３０；颈动脉窦部处 χ２＝００７１，Ｐ＝
０７８９；颈内动脉处χ２＝１２９６，Ｐ＝０２５５）。双侧各
部位斑块表面粗糙者患缺血性卒中的比例与表面光

滑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低／混合回声斑块在颈总
动脉、颈动脉窦部、颈内动脉各部位的分布有统计学

差异（χ２＝７４６９，Ｐ＝００２４），两两比较得出在颈动
脉窦部的分布明显高于颈总动脉（χ２＝６５３５，Ｐ＝
００１１）、颈总动脉处明显高于颈内动脉（χ２＝４８７０，
Ｐ＝００２７）。低／混合回声斑块在左右两侧的分布
无差异（颈总 χ２ ＝０００４，Ｐ＝０９５２；窦部 χ２ ＝
０６０６，Ｐ＝０４３６；颈内 χ２＝２５２９，Ｐ＝０１１２）。在
本组筛查人群中，右侧颈动脉窦部有低／混合回声斑
块者患缺血性卒中比例高于强／等回声斑块者，左侧

各部位及右侧其余部位不同回声斑块者患缺血性卒

中比例未发现显著差异。５４２例病例中共检出溃疡
斑３例：１例位于左侧颈动脉窦部、１例位于左侧颈
内动脉、１例位于右侧颈动脉窦部，均无缺血性卒中
病史，在３年后的随访中也均未发生脑卒中。
２３　缺血性卒中伴／不伴颈动脉硬化斑块的中医证
候要素比较　对５４２例调查者四诊信息进行统计，
选取出现频率大于１０％的中医症状共３４个进行因
子分析。经检验 ＫＭＯ为 ０８２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近似χ２为 ２７０３４２２，Ｐ＝００００，适合因子分析。
以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１１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
献率５３１５８％，经矩阵旋转，根据每个公因子所包
含症状，参考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相关内容，

对各公因子所代表的证候要素及病位进行判断，总

结归纳出组证候要素。缺血性卒中伴／不伴颈动脉
斑块患者均以气虚、痰 ＋火、血瘀证候要素最多，
痰湿＋气虚、阴虚 ＋痰次之，２组间未见显著差
异。将各组证候要素与缺血性卒中史进行相关分

析，气虚与卒中呈弱相关，其余证候要素与卒中的

发生未见显著相关。将包含同类的证素进行两两合

并后，发现气虚 ＋痰、痰 ＋火２组证候要素在有／
无颈动脉斑块的缺血性卒中患者中分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表１　颈动脉硬化斑块部位与缺血性卒中的关系（ｎ）

部位
左侧

有缺血性卒中 无缺血性卒中 共计

右侧

有缺血性卒中 无缺血性卒中 共计

颈总动脉 １３ ８１ ９４ １１ ６１ ７２
颈动脉窦部 ３０ １３９ １６９ ２５ １２５ １５０
颈内动脉 ９ ３５ ４４ ７ ２８ ３５

表２　颈动脉斑块表面性质与缺血性卒中的关系（ｎ）

斑块表面

缺血性卒中

左侧

粗糙

有 无

光滑

有 无
χ２ Ｐ

右侧

粗糙

有 无

光滑

有 无
χ２ Ｐ

颈总 ４ １９ ９ ６２ ０３２４ ０５６９ ５ １５ ６ ４６ ２０２２ ０１５５
窦部 ６ ２８ ２４ １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６ ６ ２６ １９ ９９ ０１２７ ０７２１
颈内 ２ ８ ７ ２７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８ ４ ８ ３ ２０ ０９５９ ０３２７
共计 １２ ５５ ４０ ２００ ００５８ ０８１０ １５ ４９ ２８ １６５ ２７５１ ００９７

表３　颈动脉斑块回声性质与缺血性卒中的关系（ｎ）

斑块回声

缺血性卒中

左侧

低／混合回声
有 无

强／等回声
有 无

χ２ Ｐ
右侧

低／混合回声
有 无

强／等回声
有 无

χ２ Ｐ

颈总 １２ ６６ １ １５ ０３２１ ０５７１ ７ ５３ ４ ８ ２１４６ ０１４３
窦部 ２１ １０５ ９ ３４ ０３９９ ０５２８ ２１ ８５ ３ ４１ ３９０６ ００４８

颈内 ５ ２３ ４ １２ ００３１ ０８６０ ３ ２５ ３ ４ ２１２５ ０１４５
共计 ３８ １９４ １４ ６１ ０２１１ ０６４６ ３１ １６３ １０ 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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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缺血性卒中伴／不伴颈动脉硬化斑块的中医证候要素（ｎ）

证候要素
有缺血性卒中史

有斑块 无斑块

无缺血性卒中史

有斑块 无斑块
χ２ Ｐ

痰湿＋气虚 ５ １ ４４ ４５ １４０７ ０２３６
气虚 ９ ２ １９ １９ ２３４７ ０１２６
痰＋火 ９ ２ ４８ ４１ ２０７２ ０１５０
阴虚 ３ ２ ２３ １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火 ３ １ １６ ２１ ０４６５ ０４９５
阳虚 ３ １ ２４ ２３ ０１５９ ０６９０

气虚＋阴虚 １ ２ ３５ １４ ０５５３ ０４５７
阴虚＋痰 ５ ０ ２３ １７ ／ ０１４０
血瘀 ６ ２ ３１ ２３ ０３１４ ０５７５
共计 ４４ １３ ２６３ ２２２ １０９５４ ０００１

包含气虚＋痰 １４ ３ ６３ ６４ ６４６２ ００１１

包含阴虚＋痰 ８ ２ ４６ ３６ １２３０ ０２６７
包含痰＋火 １２ ３ ６４ ６２ ４６０２ ００３２

含阴虚＋气虚 １３ ６ ７７ ５２ ０５３０ ０４６７

表５　中医证候要素与缺血性卒中的相关性分析

证候要素 相关系数 Ｐ

痰湿＋气虚 －００６３ ０１４２
气虚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４
痰＋火 ０００７ ０８６２
阴虚 ０００１ ０９７７
火 －０００７ ０８６９
阳虚 －００２８ ０５１４

气虚＋阴虚 －００５０ ０２４１
阴虚＋痰 ０００６ ０８９２
血瘀 ００２８ ０５１６

２４　颈动脉狭窄与缺血性卒中的关系及中医证候
要素特点　所筛查５４２例中有６６例颈动脉狭窄患
者（均存在粥样硬化斑块）。其中单侧颈动脉狭窄

３５例、双侧颈动脉狭窄３１例。轻度狭窄５５例（９５
处）、中度狭窄１０例（１１处）、重度狭窄１例（１处），
狭窄部位在双侧颈动脉窦部最为多见。６６例患者
中有既往有缺血性卒中病史８例，与无颈动脉狭窄
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５２３，Ｐ＝０４７０）。对
颈动脉狭窄与缺血性卒中病史进行相关性分析，其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为００１９，Ｐ＝０６５１，二者无明显
相关性。８例患者中单侧颈动脉狭窄１例、双侧狭
窄７例，其中均有双侧颈动脉窦部狭窄 ６例（１２
处）、有颈总动脉狭窄４例（５处）。经检验缺血性卒
中者双侧颈动脉狭窄与单侧狭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４２９５，Ｐ＝００３８），双侧颈动脉狭窄较非双侧
狭窄者缺血性卒中患病率高（χ２ ＝５０８５，Ｐ＝
００２４）。均有多发颈动脉斑块８例，以双侧颈动脉
窦部最多（８例均有窦部斑块、其中７例为双侧）、其
次为颈总动脉（４例、其中双侧２例）。斑块回声以

混合回声及低回声为多，有低回声或混合回声斑块

７例。颈动脉狭窄合并缺血性卒中的患者证候要素
以气虚、血瘀、痰、火为主。

２５　随访期间新发缺血性脑卒中的颈动脉病变、危
险因素及中医证候要素演变　在２０１５年对筛查人
群再次进行随访调查，观察项目同２０１２年。在３年
间新出现缺血性卒中患者１０例，其中男７例，女３
例，平均年龄５５９岁，无因脑卒中死亡病例。该１０
例患者中有２例在２０１２年初筛时有双侧颈动脉狭
窄伴低或混合回声斑块（双侧颈内狭窄１例、双侧
窦部狭窄１例），其中既往有缺血性卒中病史１例。
在初筛时有颈动脉斑块６例（含有狭窄的２例），斑
块位置共计颈总动脉 ２处、窦部 ７处、颈内动脉 ３
处，以颈动脉窦部为好发部位，以混合回声斑块最多

（８处）、其次为低回声斑块（３处）。初筛时及复筛
时均未检出颈动脉硬化斑块或狭窄者４例。除１例
既往有卒中史患者外，其余９例在初筛时均有３项
以上脑卒中危险因素，属于脑卒中高危人群。１０例
病例中吸烟者８例、高血压６例、糖尿病５例、脑卒
中家族史５例、血脂异常４例、超重３例、缺乏锻炼３
例、既往脑卒中史２例。初筛时１０例患者中以虚证
为主有６例（包含气虚和阴虚的共 ４例、阳虚者 ２
例），以实证为主的４例全部为火证。３年后复筛时
１０例患者证素较前均发生了变化，其中出现了与
“火”有关的证素转变 ７例（由虚证转变为火证 ３
例、由火证转变为其他４例），出现了新的证素血瘀
证２例、出现新的证素痰＋阴虚证１例，另有气虚＋
阴虚２例、阳虚＋血虚１例。初筛时舌质以淡、暗为
主，舌苔以薄白、白腻、黄腻为主，脉象中包含细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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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其次为弦脉。复筛时黄腻或白腻苔较初筛时

增多（占７０％），与初筛时舌苔相比较，由薄白变为
薄黄１例、由白变为白腻２例、由白变为黄腻１例、

由白腻变为黄腻１例、保持原有黄腻／白腻２例。复
筛时脉象以弦、滑、沉、细为主，与初筛时比较新出现

了脉滑。

表６　颈动脉狭窄与缺血性卒中的关系（ｎ）

部位
轻１％～４９％

左侧 右侧

中５０％～６９％
左侧 右侧

重７０％～９９％
左侧 右侧

闭塞

颈总动脉 １６ ９ ２ １ ０ ０ ０
颈动脉窦部 ２８ ２５ ０ ４ ０ ０ ０
颈内动脉 ５ １２ ３ １ １ ０ ０
合计（例数） ５５ １０ １ ０

表７　随访期间新出现卒中的颈动脉病变、危险因素及中医证候要素演变

性别年龄 颈动脉病变 危险因素 初筛证舌脉 复筛证舌脉

１ 男 ５５
右侧窦部、颈内多发斑块（低回

声），左侧颈内中度狭窄、右侧颈

内轻度狭窄

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脑卒

中家族史

气虚

舌暗、有齿痕、苔薄白，脉细

火

舌暗、有齿痕、苔薄黄，脉弦

２ 女 ５３ 左侧窦部斑块（强回声） 血脂异常、糖尿病、缺乏锻炼
阴虚

舌暗、苔白，脉弱

气虚

舌淡暗、苔白腻、脉弦细

３ 男 ６７
左侧窦部、右侧窦部斑块（混合

回声），左侧窦部、右侧窦部轻度

狭窄

吸烟、既往脑卒中史
火

舌淡胖、苔薄黄，脉弦

血瘀

舌暗、苔薄白，脉弦滑

４ 男 ５３ 无
高血压、吸烟、超重、既往脑

卒中史

火

舌淡、有齿痕，苔白腻，脉弦细

痰＋阴虚
舌红，苔白腻，脉滑

５ 女 ５２ 无
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

缺乏锻炼、超重

火

舌暗，苔黄腻，脉弦数

阳虚＋血虚
舌淡暗，苔白，脉数

６ 男 ５３
双侧窦部、颈内多发斑块（混合

回声）

高血压、吸烟、缺乏锻炼、脑

卒中家族史

火

舌淡暗，苔黄厚腻，脉弦

气虚＋阴虚
舌红，苔黄腻，脉沉滑

７ 男 ５４ 无 高血压、吸烟、脑卒中家族史
阳虚

舌淡，苔白，脉沉

火

舌淡，苔黄腻，脉沉细

８ 男 ５０ 左侧窦部斑块（低回声） 吸烟、超重、脑卒中家族史
阳虚

舌淡红，苔白腻，脉细

气虚＋阴虚
舌红，苔黄腻，脉弦

９ 男 ５６
双侧颈总动脉多发斑块（混合回

声）

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脑

卒中家族史

气虚＋阴虚
舌暗，苔白，脉细

血瘀

舌淡红，苔白腻，脉弦细

１０ 女 ６６ 无
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

吸烟

气虚＋阴虚
舌暗，苔黄腻，脉沉细

火

舌暗，苔黄腻，脉沉细

３　讨论
颈动脉硬化斑块或狭窄是导致脑卒中的危险因

素之一，主要与其斑块脱落形成颅内动脉栓塞、狭窄

导致血流低灌注等因素有关。研究显示无论男性或

女性，缺血性卒中的发生风险均随着颈动脉内膜中

层厚度的增加、斑块面积的增大而升高［５６］；颈动脉

狭窄程度小于 ７０％的患者发生卒中的风险较小
（０２％～４３％／年）［７］，狭窄大于７０％的患者卒中
发病率随狭窄程度增加而升高（１９％ ～３３％／１８个
月）［８］，但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卒中发生率较低

（４７％／５年）［９］。国外研究证实进行颈动脉筛查可
以降低卒中风险，早期发现颈动脉病变并进行积极

干预，对于脑卒中防治具有重要意义［１０］。本研究发

现随年龄增长颈动脉斑块检出率增高，在５０～６０岁
人群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男性高于女性。缺血性卒

中患者中有颈动脉硬化斑块者多于无斑块者，斑块

好发部位为颈动脉窦部、其次为颈总动脉、颈内动脉

相对较少，与强回声或等回声斑块相比，低回声或混

合回声斑块与缺血性卒中关系更为密切；斑块表面

粗糙或光滑在本次筛查人群中对是否发生卒中尚无

明显影响；共检出３例溃疡斑，均无缺血性卒中史。
说明颈动脉斑块的部位、回声性质可能对发生卒中

的影响更大。本次筛查人群中，颈动脉狭窄与无狭

窄者患缺血性卒中的比例并未发现显著差异，这可

能与本次筛查中多为程度小于７０％的轻中度狭窄、
导致卒中风险并没有显著升高有关，与国外研究结

果相一致［１１］。但进一步分层发现双侧颈动脉狭窄

者患缺血性卒中比例明显升高，推测可能与单侧颈

动脉狭窄多可建立颅内动脉侧枝循环代偿、对血流

影响较小，而双侧狭窄不能建立良好侧枝代偿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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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端低灌注、或管腔内血流速度增快增加斑块局部

压力使斑块易于破裂有关［１２１３］。

在３年随访中新出现的缺血性卒中病例，均具
有３项或以上的脑卒中危险因素，为脑卒中高危人
群，但在初筛时有４０％并无颈动脉斑块或狭窄；同
时在初筛时发现的５８例无卒中病史的颈动脉狭窄
患者中，在３年随访中发生卒中仅有１例（１７％），
在初筛时发现的２６３例无卒中病史的颈动脉斑块患
者中，在 ３年随访中发生卒中仅有 ４例（１５％）。
我国大动脉粥样硬化性缺血性卒中以颅内动脉粥样

硬化为主，由于颅内外动脉结构成分不同、代谢机制

有异，颅内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的时间和程度可能与

颅外动脉并不平行，也有研究表明与颅外动脉相比

颅内动脉斑块多为纤维性、较少脂质成分和复杂斑

块，所以颈动脉斑块或狭窄并不能完全反映颅内动

脉病变情况。此外脑储备能力包括Ｗｉｌｌｉｓ环结构的
个体差异和建立侧枝代偿的能力［１４］、脑血管通过小

动脉和毛细血管的代偿性收缩或扩张维持脑血流稳

定的能力、脑组织抗缺血缺氧能力、在供血不足时脑

组织对葡萄糖和氧摄取的能力等，也都对颅外颈动

脉斑块或狭窄是否引起颅内血流异常和缺血性卒中

有不同影响［１５１６］。所以对于颈动脉斑块或狭窄患

者，我们可能还需要关注其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情况

和脑血流灌注是否发生改变。高血压、糖尿病、血脂

异常、吸烟等因素是颅内外动脉粥样硬化的共同危

险因素，通过筛查对高危人群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积极有效地控制危险因素，对减少脑卒中的发生有

重要意义。

中医认为“中风”在本为肝肾阴虚、气血衰弱，

在标为风火相煽、痰湿壅盛、气逆血瘀，而阴阳失调、

气血逆乱、上犯于脑。近年来中医已对中风急性期、

后遗症期的证候及其动态演变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

得一定成果，但对高危人群进行包括中医证候的筛

查及随访尚属首次。在此过程中我们尤其关注尚未

发生卒中、但具有多项危险因素的高危人群，通过观

察随访期间出现卒中的情况与危险因素控制、颈动

脉病变情况、中医证候变化的关系，为中西医结合早

期发现、干预尚未达到疾病状态的易感人群提供依

据，也即中医的“未病先防”［１７］。通过对５４２例病例
进行初筛及３年后复筛，在本组病例中气虚、阴虚是
发生卒中的重要基础，火在卒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

对病情的转变起到重要作用，血瘀、痰是卒中发生后

的重要证素。缺血性卒中伴／不伴颈动脉硬化斑块
（含狭窄）的单一中医证候要素无显著差异，但气虚

＋痰、痰＋火在２组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气
虚、痰、火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及缺血性卒中关系较为

密切。与团队前期的研究成果相符［１８１９］。由舌脉

象进一步说明了本组新发卒中病例以气虚、阴虚为

基础；血瘀、痰虽是发生卒中后新出现的证素，但在

初筛时舌暗、苔腻、脉弦等表征已经反映出血瘀、痰

的特质，是患者病情动态演变过程中应该关注的线

索。舌苔由白变黄、由薄变腻，符合上述火在病情动

态发展中的变化及痰的形成在卒中发生中的作用。

复筛时脉象比初筛时新出现了脉滑，与新出现痰的

证素相符，复筛脉象以弦、滑、沉、细为主，也符合上

述气虚、阴虚、痰、火的特点。综上，我们认为进行脑

卒中筛查、标识高危人群后，对高危人群应积极进行

危险因素控制及管理，同时应注意观察其舌脉变化

以及证候要素的演变，对尚未构成西医疾病诊断而

中医已体现出疾病表征的这一类患者进行及时干

预，使中医在脑卒中防治中发挥特色优势［２０］。目前

对于脑卒中高危人群的随访观察及中医证候要素演

变观察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本次筛查及随访工作

从２０１２年起遍布北京市丰台区多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现阶段仍有大量病例尚未到３年随访时限，随
着样本量的增加和观察的完善，将为更深入的研究

和探索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１］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２０１０
［Ｊ］．中华高血压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８）：７０１７４３．

［２］中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
南（２０１０年版）［Ｊ］．中国糖尿病杂志，２０１２，２０（１）：８１１１７．

［３］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修订委员会．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
治指南［Ｊ］．中华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７，３５（５）：３９０４１９．

［４］华扬．实用颈动脉与颅脑血管超声诊断学［Ｍ］．北京：科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６９７９．

［５］中华医学会神经疾病分会脑血管疾病学组缺血性脑卒中二级预
防指南撰写组．缺血性脑卒中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二级预防指南
［Ｊ］．中华神经科杂志，２０１０，４３（２）：１７．

［６］ＭａｔｔｈｅｗＣ，Ｔａｔｔｅｒｓａｌ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ａｒｏｔｉｄ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Ｐｌａｑｕ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ａＤｅｃａｄｅ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
ｓｉｓ［Ｊ］．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１４：３２５７３２６２．

［７］ＵＫｉｎｇＩｍＪＭ，ＹｏｕｎｇＶ，ＧｉｌｌａｒｄＪＨ．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ｉ
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ｒｉｓｋｏｆｓｔｒｏｋｅ［Ｊ］．ＬａｎｃｅｔＮｅｕ
ｒｏｌ，２００９，８（６）：５６９５８０．

［８］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ａｒｏｔｉｄ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Ｔｒｉａ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
ｔｏｒ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ｒｏｔｉｄ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ｃａｒｏｔｉｄ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Ｊ］．Ｔｈｅ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１９９１，３２５（７）：４４５．

［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ａｒｏｔｉｄ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Ｅｎｄａｒｔｅｒｅｃ

ｔｏｍｙ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ａｒｏｔｉｄ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ｉｎｔｅｒｉｍ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

（下接第６６５页）

·０６６·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Ｖｏｌ．１２，Ｎｏ．３



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Ｊ］．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１４，４５
（９）：２５９９２６０５．

［２０］ＱｕｉｎｎＦＲ，Ｇｌａｄｓｔｏｎｅ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ｕ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Ｊ］．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４，２９（１）：２８３５．

［２１］朱文根，熊琴梅，洪葵．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有助于房颤脑卒
中和（或）血栓栓塞预防性抗凝治疗的规范化 Ｍｅｔａ分析［Ｊ］．临
床心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３）：２５７２６３．

［２２］宋笑凯，王文静，李淮玉，等．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法对非瓣膜病
性心房纤颤患者继发脑梗死的风险评估作用［Ｊ］．临床神经病学
杂志，２０１３，２６（３）：１８３１８６．

［２３］王紫晨，李耘，魏占云，等．ＣＨＡ２ＤＳ２ＶＡＳｃ评分与非瓣膜性心房
颤动并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预后的关系［Ｊ］．心血管康复医学杂
志，２０１６，２５（２）：１３６１４１．

［２４］王维平，闫杏娜，董霞，等．老年房颤人群的卒中／出血风险与年
龄的关系［Ｊ］．贵州医药，２０１４，３８（１１）：９８９９９１．

［２５］苗如明．高龄房颤患者卒中／出血风险评估的临床评价［Ｊ］．中
国城乡企业卫生，２０１６，７：１０１１０４．

［２６］莫艳霞，万翔．房颤患者不良临床事件的发生与年龄增加的关系
研究［Ｊ］．现代医学，２０１５，４３（３）：３１８３２２．

［２７］ＣａｍｅｒｏｎＡ，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ＭＪ，ＫｒｏｎｍａｌＲＡ，ＫｏｓｉｎｓｋｉＡＳ．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ａｔｒｉ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ＳＳ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Ｊ］．Ａｍ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１９８８，６１（１０）：７１４７１７．

［２８］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Ｊ１，ＬｅｖｙＤ，ＶａｚｉｒｉＳＭ，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ａｔｒｉ
ａｌ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ｃｏｈｏｒｔ．Ｔｈｅ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Ｈｅａｒｔ
Ｓｔｕｄｙ［Ｊ］．ＪＡＭＡ，１９９４，１６，２７１（１１）：８４０８４４．

［２９］马长生．心房颤动临床实践与治疗进展［Ｍ］．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２００５：２９３８．

［３０］李俊桥．冠状动脉近段严重病变与房颤相关性的观察研究［Ｄ］．
上海复旦大学，２０１０．

［３１］吴博贤，董秋立，吴全胜，等．急性心肌梗死并发房颤与冠状动脉
病变及心力衰竭发生率关系探讨［Ｊ］．临床心电学杂志，２００３，１２
（４）：２２６２２８．

［３２］李小鹰，丁文惠，华琦，等．老年人心房颤动诊治中国专家建议
（２０１１）［Ｊ］．中国实用内科杂志，２０１２，３２（４）：２６０２７０．

［３３］田代华整理．黄帝内经素问［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１１２．

［３４］卢红蓉，杜松．冠心病病因病机理论研究概述［Ｊ］．环球中医药，
２０１５，８（２）：１８６１８９．

［３５］邱仕君．邓铁涛用药心得十讲［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３６］王阶，李军，姚魁武，等．冠心病心绞痛证候要素与应证组合研究
［Ｊ］．中医杂志，２００７，４８（１０）：９２０９２２．

［３７］高翔，于美丽，李金根，等．徐浩教授从“虚”“瘀”“风”论治阵发
性房颤经验浅析［Ｊ］．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６，１４
（１５）：１８１３１８１５．

［３８］张方方，任红杰，朱明军．朱明军教授辨证治疗阵发性房颤经验
［Ｊ］．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０，５（１）：１５１６．

［３９］杨湖．心房颤动中医病名病机及诊治探讨［Ｊ］．中医研究，２００９，
２２（５）：８１０．

［４０］陈子晶，胡元会，王师菡，等．２００例冠心病房颤患者中医证候特
征分析［Ｊ］．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２５（８）：１３１４１３１７．

［４１］朱文锋．创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Ｊ］．湖南中医学院学
报，２００４，２４（６）：３８３９．

［４２］李建超，彭俊，彭清华，等．证素及证素辨证研究的思考［Ｊ］．湖
南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６（２）：３８．

［４３］郭蕾，王永炎，张志斌．关于证候概念的诠释［Ｊ］．北京中医药大
学学报，２００３，２６（２）：５８．

［４４］张传清，王晓磊，陈德清，等．论证候诊断的核心要素是属性的表
达［Ｊ］．中医杂志，２０１６，５７（２）：９６９８．

［４５］盛小刚，陈佳杰，陈秋雄，等．非瓣膜病性心房颤动的中医证候特
点及与病因的关系［Ｊ］．新中医，２０１０，４２（８）：２２２４．

［４６］石林阶，陈昌华，陈国林，等．肝阴虚证患者血浆血栓素 Ａ＿２、前
列环素Ｉ＿２水平研究［Ｊ］．湖南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１，２１（２）：９
１０．

［４７］谭莉丽，周永红，兰希福．肝肾阴虚证与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的相
关性研究［Ｊ］．中医药学报，２０１０，３８（２）：７８８０．

（２０１６－０４－１７收稿　责任编辑：白桦）

（上接第６６０页）
ｔｈｅＭＲ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ａｒｏｔｉｄ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ｒｉａｌ［Ｊ］．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６，３４７
（９０１５）：１５９１１５９３．

［１０］ＷｅｅｒｄＭＤ，ＧｒｅｖｉｎｇＪＰ，ＨｅｄｂｌａｄＢ，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ｙｍｐｔｏ
ｍａｔｉｃＣａｒｏｔｉｄ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ｓ［Ｊ］．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１４，４５（８）：２３６６２３７１．

［１１］ＢａｌｅｓｔｒｉｎｉＳ，ＬｕｐｉｄｉＦ，ＢａｌｕｃａｎｉＣ，ｅｔａｌ．Ｏｎｅｙｅａ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ｃａｒｏｔｉｄ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ｖｅｎｔｓ［Ｊ］．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１３，４４（３）：７９２７９４．

［１２］ＬａｌＢＫ，ＢｅａｃｈＫＷ，ＳｕｍｎｅｒＤＳ．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ｓ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ｏｒｃｅｓｆｏｒｃａｒｏｔｉｄｐｌａｑｕｅ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Ｊ］．Ｖａｓｃ
Ｓｕｒｇ，２０１１，５４：１４６１１４７１．

［１３］胡薇薇，叶静．颈动脉系统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侧支循环的
分析［Ｊ］．中国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２，９（８）：３９８４０２．

［１４］Ｍ．Ｅｒｎｓｔ，Ｎ．Ｄ．Ｆｏｒｋｅｒｔ，Ｌ．Ｂｒｅｈｍｅｒ，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ｏｋｅｂｙＦｌｏｗａｎｄＶｏｌｕｍｅ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ＭＲ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ＡＪＮＲＡｍＪＮｅｕｒｏ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５，３６：

２７５２８２．
［１５］黄家星，林文华，刘丽萍，等．缺血性卒中侧支循环评估与干预

中国专家共识［Ｊ］．中国卒中杂志，２０１３，４（８）：２８５２９３．
［１６］陈予东，石进，马潞娜．单侧颈内动脉狭窄或闭塞患者脑血管储

备力的评估［Ｊ］．中华核医学与分子影像杂志，２０１４，３４（６）：５０５
５０６．

［１７］谢玉晗，张允岭，张志辰，等．北京市丰台社区脑卒中高危人群
跟踪随访３年调查报告［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６，１１（１）：３７４４．

［１８］姬少珍，张允岭，张志辰，等．脑卒中（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伴／
不伴颅外动脉狭窄患者危险因素比较及中医证候要素分析

［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８（１）：６３６７．
［１９］刘癑，张允岭，刘金民，等．脑卒中高危人群中医证候要素研究

［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７（１）：６３６７．
［２０］乔利军．基于ＣＡＳ的脑卒中高危因素者证候要素与颈动脉超声

的研究［Ｄ］．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０５－０８收稿　责任编辑：白桦）

·５６６·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７年３月第１２卷第３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