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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部血管超声对锁骨下动脉盗血综合征的诊断价值

王蕊，王丽娜，赵孟佳，蔡慧敏

（开封市中心医院神经电生理室，河南开封 475000）

【摘要】目的 探讨颈部血管超声对锁骨下动脉盗血综合征（Subclavian Steal Syndrome，SSS）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

择开封市中心医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收治的 140 例 SSS 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作为金标准，分析颈部血管超声检查动脉血管狭窄程度的一致性、盗血分型情况、盗血途径。

结果 颈部血管超声检查与 DSA 检查判断锁骨下动脉血管狭窄程度的一致性较好；140 例 SSS 患者中有 120 例（85.71%）

锁骨下动脉起始位置可见硬化斑块，8 例（5.71%）锁骨下动脉、无名动脉管腔内见中－低回声斑块，12 例（8.57%）未见斑

块形成；50 例（35.71%）患侧椎动脉见完全出颅方向血流；114 例（81.43%）椎动脉管腔出现红蓝交替双向血流；140 例患

者均存在健侧椎动脉向患侧椎动脉供血的情况，14 例可见基底动脉向患侧椎动脉供血，18 例可见患侧枕动脉向患侧椎动脉

供血。结论 颈部血管超声在 SSS 诊断中有较高的应用价值，适合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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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tic Value of Cervical Vascular Ultrasound in Subclavian Steal Syndrome

WANG Rui, WANG Lina, ZHAO Mengjia, CAI Huimin
(Department of Neurophysiology, Kaifeng Central Hospital, Kaifeng, Henan 47500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cervical vascular ultrasound in the diagnosis of subclavian steal 

syndrome (SSS). Methods The data of 140 SSS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3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aking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 as the gold standar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degree of arterial stenosis, the classification of stolen blood and the ways of stealing blood were analyzed. 

Results Cervical vascular ultrasound and DSA were in good agreement in judging the degree of subclavian artery 

stenosis. Among 140 SSS patients, 120 cases (85.72%) had sclerotic plaques at the beginning of subclavian artery. 

Block, 8 cases (5.71%) of subclavian artery and innominate artery showed moderate echo plaque-low echo plaque, and 

12 (8.57%) of the patients had no plaque formation. In 50 cases (35.71%), complete cranial outflow direction blood flow 

was observed in the affected vertebral artery, and in 114 cases (81.43%), alternating red and blue bidirectional flow was 

observed in the vertebral artery lumen. In all 140 patients, the healthy vertebral artery supplied blood to the affected side, 

the basilar artery supplied blood to the affected vertebral artery in 14 cases and the affected occipital artery su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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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锁 骨 下 动 脉 盗 血 综 合 征（Subclavian Steal 
Syndrome，SSS）是一种以脑组织供血不足、肢体

缺血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该疾病发生后锁骨下动

脉和无名动脉管腔内阻塞或变窄，引起对侧椎动脉

血液回流，导致患者出现头晕、视物模糊、共济失

调等一系列症状，从而影响生活质量 [1,2]。因此，

早期诊断该疾病对患者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血管

影像学是公认的诊断 SSS 的有效手段，但创伤大

和烦琐的操作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颈部血管超声指利用超声声束扫描人体，获得颈部

血管的图像 [3,4]。本研究以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收治的 140 例 SSS 患者为研究对象，旨在通

过对比颈部血管超声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对 SSS 的诊断，为

疾病的诊断提供充足的理论依据，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回顾性分析开封市中

心医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2 月收治的 140 例

SSS患者的资料。在140例患者中，男88例，女52例，

年龄 43 ～ 75 岁，平均年龄（58.69±8.78）岁，身

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19 ～ 33kg/m2，

平均BMI（25.34±3.11）kg/m2。纳入标准：①符合《神

经病学诊断思路》[5] 标准；②无禁忌证；③依从性好；

④数据完整。排除标准：①凝血功能异常；②有两

个椎体动脉和锁骨下动脉的血管狭窄征象；③合并

心源性血栓；④合并智力缺陷，无法正常交流。

1.2 方法

1.2.1 颈部血管超声检查

①仪器：采用飞利浦彩色多普勒超声波诊断仪，

分别设定在高频线阵列 3 ～ 12MHz 和微型凸阵列

5 ～ 8MHz 上。②检查方法：嘱患者取仰卧位，头

向后微微仰起并充分暴露颈部，从胸锁乳突外缘和

锁骨开始，对颈总动脉、分叉动脉、颈外动脉、颈

动脉球部和颈内动脉近端进行纵向扫描，并在此基

础上进行横向扫描，对颈动脉球部和颈总动脉腔壁

的表面边缘－内腔外膜接触面边缘的竖直距离，测

定分叉部位内－中膜的厚度，观察有无斑块及斑块

的数目、回声、位置、大小等情况。

1.2.2 DSA 检查 
采用飞利浦血管造影机进行检查，以 4 ～ 5mL/s

的速率向双侧椎动脉起始段注射 10mL 浓度为 300 
mgI/mL 的造影剂，然后采用 Seldinger 技术经股动

脉插管行双侧颈总动脉、颈内动脉、锁骨下动脉、

椎动脉及无名动脉造影，继而行正、侧、斜、汤氏

位 DSA 检查。

1.3 诊断标准 

1.3.1 DSA、颈部血管超声、诊断动脉血管狭窄判断

标准

以 DSA 检查结果为金标准进行判断。根据最

狭窄处下降程度进行判断。①闭塞：锁骨下动脉

彻底闭塞；②重度狭窄：狭窄 75% ～ 100%；③中

度狭窄：狭窄 50% ～ 75%；④轻度狭窄：狭窄

＜ 50%。

1.3.2 颈部血管超声检查 SSS 的盗血分型

以 DSA 检查结果为金标准进行判断。① I 型
盗血（隐蔽型）：椎体内血液流向正常，达到峰值

的时间较长，在收缩期频谱上有切迹；②Ⅱ型盗血

（不全型）：在舒张期，椎动脉的频谱呈现出相反

的方向，或者呈上升的方向，或者呈无血流状态；

③ III 型盗血（完全型）：在收缩期和舒张期椎动

脉频谱倒置。

1.3.3 颈部血管超声检查 SSS 的盗血途径

①健侧椎血管—对侧脊椎动脉—受影响的下

锁骨下动脉；②脑动脉—足底动脉—受累侧脊椎动

脉—受影响的下锁骨下动脉；③枕部受累动脉—受

累侧脊椎动脉—受影响的下锁骨下动脉远端。

blood to the affected vertebral artery in 18 cases. Conclusion Cervical vascular ultrasound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SSS and is suitable for popularization.

【Key words】Cervical Vascular Ultrasound; 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 Subclavian Steal 

Syndrome(SSS); Diagnostic Value



《生物医学工程学进展》2025 年第 46 卷第 1 期    医学影像与成像 ·33·《生物医学工程学进展》2025 年第 46 卷第 1 期    医学影像与成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

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计

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用 Z 表示，一致性检验使用 Kappa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颈部血管超声与 DSA 检查锁骨下动脉血管狭窄

程度的一致性

颈部血管超声与 DSA 检查锁骨下动脉血管狭

窄程度的一致性较好（P ＜ 0.05）。详细数据如表 1
所示。

2.2 颈部血管超声和 DSA 对 SSS 的盗血分型结果

颈部超声检查出 I 型 55 例，Ⅱ型 60 例，III 型
25 例，未见盗血 0 例；DSA 检查出 I 型 0 例，Ⅱ

型 40 例，III 型 38 例，未见盗血 62 例（P ＜ 0.05）。

详细数据如表 2 所示。

2.3 颈部血管超声和 DSA 对盗血途径的检出结果

颈部血管超声和 DSA 对盗血途径的检出结果

如表 3 所示。

2.4 检查结果的典型图像

检查结果的典型图像如图 1 所示。

3 讨论 

锁骨下动脉损伤所致椎 - 基底动脉缺血被称为

盗血症。通常，左侧椎动脉来源于左侧锁骨上动脉，

右侧椎动脉来源于右侧锁骨上动脉 [6]。导致患侧椎

动脉血液供应障碍的原因是锁骨上动脉、无名动脉

的血管狭窄或闭塞，以及由于虹吸效应而导致的灌

注压下降，使健侧椎动脉的部分血液通过双侧椎动

脉汇聚到基底动脉，然后反向流入患侧椎动脉，最

后到达锁骨下动脉的远端，造成椎基底动脉供血不

足 [7]。SSS 的病理学基础是无名动脉的近侧分支，

表 1 颈部血管超声与 DSA 检查锁骨下动脉血管狭窄程度的一致性

Tab.1 Consistency of cervical vascular ultrasound and DSA in examining the degree of subclavian artery stenosis

颈部血管超声
DSA 检查

轻度狭窄 中度狭窄 重度狭窄 闭塞

轻度狭窄 6 5 0 0

中度狭窄 0 30 7 0

重度狭窄 0 4 58 2

闭塞 0 0 0 28

Kappa 0.801

P ＜ 0.001

表 2 颈部血管超声和 DSA 对 SSS 的分型结果

Tab.2 Results of cervical vascular ultrasound and DSA classification of SSS

检查方法 I 型 Ⅱ型 III 型 未见盗血 合计

颈部血管超声 55 60 25 0 140

DSA 0 40 38 62 140

Z 163.660

P ＜ 0.001

表 3 颈部血管超声和 DSA 对盗血途径的检出结果

Tab.3 Results of cervical ultrasound and DSA detection of blood steal pathways

检查方法 健侧椎动脉向患侧 基底动脉向患侧椎动脉 患侧枕动脉向患侧椎动脉

颈部血管超声 140 14 18

DSA 81 6 20

x2 75.751 3.446 0.122

P ＜ 0.001 0.633 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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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锁骨下动脉的起始处发生了狭窄，使其将管

腔内压力降至远端 [8]。DSA 的优点在于可测量血管

狭窄、可观察血管损伤并且具有较高的清晰度，被

公认为金标准，用于诊断动脉瘤和动脉血管狭窄，

“血管树”在患者的脑动脉上清晰可见，但 DSA
仅能看到管腔，不能表明有血管损伤，而且 DSA
是一种有创伤性的检查方式，价格昂贵，在许多基

层医院推广难度较大，患者对 DSA 的接受度不高，

因此 DSA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9]。

颈部血管超声是一种简单、无创伤、可反复检

测的诊断手段，在评价锁骨下动脉血管狭窄方面具

有与 DSA 一致的优势。近几年来颈部血管超声成

为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检查方式，该检查方式可见

血液在血管中流动的方向、光谱图与血管腔内血液

动力学的动态观测 [10,11]。本研究结果显示，颈部血

管超声与 DSA 检查判断锁骨下动脉血管狭窄程度

的一致性较好。但对于 SSS 的分型，两者之间存在

差异。分析原因是超声能根据血管中的血液流动方

向和血液流动的频谱特征来判断血液流动是否存在

盗血，而这种轻微的失血在进行 DSA 检查时，血

管腔内对比剂灌流无明显改变，不易察觉，从而导

致颈部血管超声难以发现 I 型 SSS。在本研究中，

颈部超声检查发现的 14 例基底动脉参与的盗血，

有 8 例在 DSA 检查中并未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在

这类患者中，对比剂的灌注没有显著改变，而在 
DSA检查时，血液回流或血压的改变很难被察觉 [12]。

颈部血管超声主要利用颅内和颅外两个节段的盗血

量来间接判断枕部是否存在侧支供血。在本研究中，

颈部血管超声发现 18 例患侧枕动脉向椎动脉的供

血，而 DSA 检查发现了 20 例，由此可见颈部血管

超声在评价枕动脉是否参与盗血方面存在一定的漏

诊 [13]。另外，在本研究中，颈部血管超声检查出

140 例患者均可见健侧椎动脉向患侧供血，而 DSA
仅检查出 81 例，说明颈部血管超声在盗血途径检

查中可能具有较高的误诊率，这可能和超声探测的

深度、分辨率等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头颈部

位的血管难以得到全面的观测与评价有关。

颈部血管超声具有操作简便、非侵入性、可反

复检测多次等特点，成为临床上最常见的一种检测

方式，尤其是当头颈相关动脉有轻微的盗血时，其

（c）收缩期血流方向安全逆转

（f）重度狭窄

（b）收缩期血流方向部分逆转

（e）中度狭窄

（a）收缩期切迹加深

（d）轻度狭窄

图 1 检查结果的典型图像

Fig.1 Typical images of examin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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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14]。但这类患者在平静

状态下症状并不明显。如果是由于上肢劳累或过量

运动等使血液供应明显增多，则容易引起上肢甚至

颅内动脉缺血的发生，使病情出现暂时的恶化。但

当患者处于平静状态时，其血流动力并没有太大的

改变，因此症状很容易被忽略，也很难得到及时的

诊治 [15]。应用超声进行检查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现引

发患者缺血的关键因素，对临床治疗有重要的指导

作用。针对枕部动脉是否参与盗血，虽然没有直接

的指标，但是可以通过间接的方法来判断 [16]。右

侧椎动脉是无名动脉向外分出的右侧锁骨上动脉的

分支，其解剖位置较为表浅，通过颈部血管超声检

查，在高频参数下可对右侧锁骨上动脉起始位置的

斑块、血管狭窄及血流情况进行观察 [17]。但针对左

侧锁骨上动脉，其发自主动脉弓，因此具有较深的

解剖位置，需要通过低频超声进行观察，从而对锁

骨下动脉起始位置的斑块情况进行更直接的显示，

更加有利于观察血管狭窄情况和血流的动力学变

化，在锁骨下动脉盗血综合征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

价值。

综上所述，颈部血管超声对 SSS 的诊断具有较

高的价值，但是也存在一定的误诊或漏诊情况，

因此需要结合其他检查进行诊断，从而提高诊断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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