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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对疾病认知水平的局限

性棳临床医师在心血管疾病的日常诊断和治疗过程中

往往更注重病因学诊断和临床治疗棳而忽视对心脏疾

病的病理生理学机制的观测和研究暎以冠状动脉性心

脏病为例棳在我国的临床实践中多注重对患者冠状动

脉狭窄部位暍严重程度和范围的观察棳缺乏对冠状动脉

病变导致的心肌血流灌注及其相关整体和局部心肌力

学功能及血流动力学异常的系统观测和评价暎在未能

充分系统地揭示心血管系统病理生理机制的情况下棳
对冠状动脉病变进行治疗棳常导致医源性损害及不良

的临床后果暎这一现象在慢性心血管疾病的临床防治

中尤为突出暎不重视可视化医学影像技术提供的更为

直接暍个体化的病理生理学机制的证据棳仅依据临床多

中心研究结果制定的各种指南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

疗棳不可能真正实现疾病的个体化治疗暎
因此棳应当采用更为先进的理念和更为科学的策

略对心血管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棳临床诊疗应当建立

在以提供心脏疾病病理生理学机制的系统可视化观测

的基础上棳并由个体化精准诊断和治疗的思维方式和

操作实践指引暎由于心血管疾病病因学的多重性以及

疾病发生和发展过程的复杂性棳单纯以病因学治疗和

临床疗效观测为导向的临床治疗方式和方法已明显落

后于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暎
诞生于棽棸世纪 棸年代初的超声心动图技术经过

多年的发展棳可系统性提供从心血管解剖结构暍心肌构

筑和电机械功能暍心肌血流灌注到心腔内血流动力学

的几乎所有心血管系统功能结构信息棳已成为暟一站

式暠医学影像技术暎超声心动图技术也是目前唯一能

够在床旁提供系统性的无创实时连续动态心血管解剖

与功能可视化信息的前沿医学技术暎超声心动图在临

床的广泛应用将为心血管疾病的个体化诊断以及各种

药物和非药物治疗提供高效暍准确和无创的定量观测暍
引导监控和技术保障暎在临床实践中充分运用超声心

动图将有助于心血管科医师系统性地把握心血管疾病

的病理解剖学改变及其相关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棳揭示

心血管疾病的病因学以及疾病发生和发展的若干关键

病理生理学环节棳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及更为精准的心

血管疾病个体化治疗暎
国内外现有研究表明棳超声心动图技术正广泛用

于临床心血管疾病诊断和治疗棳且超声心动图的应用

也降低了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和再入院率暎另一方

面棳有研究椲棻椵表明该项技术并未在临床得到充分有效

应用棳尤其在急需得到快速准确诊断和精准评价的复

杂和危急重症患者中的应用严重不足棳导致相关疾病

患者的死亡率和再入院率较高暎
在我国棳这一问题尤为严重暎主要原因为椇栙我国

的心血管科医师普遍缺乏超声心动图的专业训练棳不
具备基本的超声心动图学相关理论知识和技能棳不能

够在临床实践中主动暍及时和有效地运用各种成熟和

先进的超声心动图技术系统性精准揭示疾病的病理生

理学机制暎栚我国超声心动图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

平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棳并进一步加强与临床的联系棳以
了解临床需求暎栛超声医师的执业过程和执业环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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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标准化和规范化棳以便在临床心血管疾病诊断和

治疗中严格遵循相关专业指南棳提供准确暍可靠暍有效

的系统性可视化信息棳以充分揭示心血管疾病的病理

生理机制及其若干可供临床干预治疗的环节暎
在未来的心血管病临床实践中棳以超声心动图为

代表的可视化医学影像技术暎应进一步成为连接各种

基因和蛋白组学基础异常改变与临床病理和病理生理

学异常改变的桥梁椲棽椵暎在基因突变和蛋白表达异常检

测的基础上棳通过系统性可视化观测整体与局部心血

管解剖结构暍心肌构筑和组织特征暍瓣膜和心腔导流系

统暍传导系统和冠脉系统结构功能暍纤维支架系统以及

心腔内血流动力学特点棳建立心血管系统功能结构改

变与基因突变暍功能表达异常和蛋白构筑异常的时空

关联关系棳以便在不同层面深入揭示以遗传背景为基

础的各种外感环境中的心血管疾病病理生理学机制棳
确立心血管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的关系棳这对心血管

疾病的精准医疗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和临床价值暎
此外棳现有的超声心动图技术可在人类胎儿时期

观察到胎儿心血管系统的发生和发育过程暎研究椲棽椵表
明棳人类后天心血管疾病的个体化差异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由先天性心血管系统发生和发育的差异性所决定

的暎通过对心血管系统胚胎发育过程的进一步研究棳
可充分揭示暟多点发生棳构件拼装暠的人类胎儿心血管

系统宏观和微观功能结构的发生和发育时间顺序棳以
及空间构建机制及其发生异常的环节以及不同个体心

血管系统功能结构发生和发育的差异性棳将有助于更

充分地理解与遗传相关心血管疾病的先天性病理基

础棳为后天发生的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个体化治疗决

策提供更具有前瞻性的坚实基础暎
综上所述棳在临床工作中不仅重视要心血管疾病

的病因学诊断棳更要注重应用现代心血管影像技术在

不同层次深入揭示心血管疾病的病理生理学机制棳探
寻和把握可供干预治疗的关键环节和恰当时机棳才能

够更有效地实现心血管疾病的精准有效治疗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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