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肝脏超声造影：安全无痛的“疾病侦察兵”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超声科  谷立爽 

莫把甲肝当感冒
▲ 广西来宾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  覃舒扬

在肝脏常规超声检查结束以后，有些超

声报告会提示肝内结节，性质待定，建议进

一步检查，这种情况下大家可能要焦虑了：

不会是癌症吧？进一步做哪些检查？遇到这

种情况先不要惊慌，肝内的结节分为良性和

恶性，因为常规超声图像的局限性，无法准

确探查结节内部血流充盈情况，所获取的诊

断信息不足，因此无法定性，这个时候进一

步检查可以通过增强 CT、MRI 来诊断，也可

以通过超声造影来进一步确诊，我们今天主

要来了解一下肝脏超声造影。

什么是超声造影

超声造影是在常规超声检查的基础上，

通过上肢静脉（通常为肘正中静脉）注射

造影剂，目前最常用的造影剂是声诺维（六

氟化硫微泡），血管中的小微泡可以提高

信噪比，清晰显示微血管的血流情况，通

过实时动态观察可以对比出正常组织和病

变区域血流的不同灌注情况，不同性质的

肿瘤具有不同的病理特征，从而影响其血

流灌注模式，医生根据这些动态的增强模

式可以判断部分肿瘤的性质。与其他部位

肿瘤不同的是，肝脏的超声造影诊断应用

最为广泛，并且有欧洲临床超声造影指南

等相应的规范进行参考，说明其诊断性能

高，诊断效果好。

超声造影的优势

超声造影剂是六氟化硫微泡，其实是

一种磷脂包裹气体的微泡，其只在血管中

停留，并且通过肺部呼吸代谢，不经过肝

肾代谢，对于一些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

尤为适合。研究显示，其发生严重过敏反

应的情况低于增强 CT 和 MRI，在腹部应用

中发生致命性过敏反应的概率为 0.0001%，

所以与其他增强剂比起来，其具有安全性

好，过敏率低，而且检查更为便捷、可重

复多次检查的优势，但是对于已知惰性气

体（六氟化硫）或其他成分（如磷脂）有

过敏史的患者不可检查。且对于孕妇，或

者有不稳定性心绞痛、刚接受冠脉介入手

术、急性心衰、严重心律失常、重度肺高压、

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及右向左分流的先心

病患者仍为禁忌证。

哪些病适合肝脏超声造影检查

如果出现以下的情况，提示可以进行

超声造影检查：（1）常规超声筛查偶然发

现的肝脏结节，无法定性诊断的患者；（2）

慢性肝炎患者肝内发现结节时，无法辨别

是硬化结节还是肝癌；（3）以上需要定性

诊断的患者肝肾功能受损，无法进行增强

CT 或 MRI 检查者；（4）对于其他检查发现

了肝脏的结节，但常规超声并不可清晰显

示，又需要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的患者，

可行超声造影引导下穿刺活检。（5）肝移

植术后评估肝功能；（6）肝癌消融术后效

果评估。

肝脏超声造影检查的流程

与常规超声检查相似，为避免肠气干扰，

造影检查前需要空腹 8 h 以上；要置入静脉

留置针进行备用；检查过程中为避免图像晃

动，需要配合医生屏气；一次检查的时间大

约 5~10 min，如果多个结节，需多次推注；

检查结束后需观察 30 min，方可拔除留置针

后离开。

报告中“动脉相”“静脉相”              
和“延迟相”都代表什么

这些时相代表的是各血管内阶段，由

于肝的自身解剖特点影响，肝组织存在双重

血供，肝动脉约占 25%~30%，门静脉约占

70%~75%，由于血管进入肝脏的先后顺序不

同，造影剂从肝动脉进入肝脏的时间约为造

影剂注射后的10~20 s，然后进入门脉阶段，

为造影剂注射后的 2 min，然后进入延迟相，

延迟相可能与肝内吞噬细胞的作用相关，最

晚可延迟至 4~6 min。

其中大部分恶性病变在延迟相表现为比

正常组织要低的低增强模式，而良性病变表

现为与正常组织相似的等增强或者较正常组

织高的高增强模式。例如肝细胞肝癌常表现

为“快进快出”的增强模式，即在动脉期表

现为高增强，在门脉期表现为等增强或低增

强，延迟期为低增强，转移瘤可能会表现为

更快的退出，而常见的良性的肝血管瘤则表

现为“快进慢出”，且由于其自身血管分布

的病理生理特点，增强顺序为周边向内部的

环状增强，除此之外，不均匀脂肪肝内的肝

岛，即脂肪肝内正常的肝组织因为其回声相

对周围组织较低，有时也可误认为是结节，

超声造影则表现为与周围组织完全相同的增

强模式。肝内的可利用超声造影鉴别的结节

样病变有很多，良性的除了最常见的血管瘤，

也包括腺瘤，FNH（局灶结节性增生）、复

杂囊肿、脓肿等；恶性的包括肝细胞癌、胆

管细胞癌、转移瘤等。

超声造影引导下的穿刺活检

对于可疑恶性结节，或影像学检查方法

无法明确性质的结节，可以进行超声及超声

造影引导下的穿刺活检，即在超声及超声造

影实时观察的情况下，利用核心针伸入肿瘤

内部，取一定量的肿瘤组织进行病理切片观

察，从而确定诊断，常常为病变诊断的金标

准。对于较大的肿瘤，常常存在内部的液化

坏死或凝固性坏死，对于液化性坏死常规超

声是可以探查的，而凝固性坏死在常规超声

中无法辨别，如果穿刺到的是坏死组织，则

降低病理标本质量，或增加穿刺针数，增加

痛苦，这种情况下，超声造影可以明确显示

坏死区，通过双幅常规与超声造影实时对比，

在穿刺操作中准确避开这些区域，可以提高

穿刺取材的成功率，减轻患者痛苦。同时，

对于常规超声难以显示的结节，特别是在肝

硬化背景下，小肝癌更难以和硬化结节进行

区分，超声造影则可以明确显示，指导穿刺

部位，准确取材。

肝脏超声造影是超声医生的重要诊断手

段，也是肝脏结节性质判别的神兵利器，但

超声造影对于诊断医生的经验有一定要求，

包括图像质量的采集与增强模式判断，均需

要经过超声造影规范化培训的医师才能给出

准确的诊断。

甲型肝炎是一种常见的病毒性肝炎，

它与感冒在某些症状上有所相似，因此有

些人容易将两者混淆。然而，甲肝和感冒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它们的病因、传

播途径、病程以及治疗方法都有所区别。

了解这些区别对于预防和治疗这两种疾病

都非常重要。

甲肝的症状和传播途径

甲肝患者通常会出现发热、乏力、食

欲不振、恶心、呕吐、黄疸等症状。这些

症状与感冒相似，但持续时间较长，且程

度较重。甲肝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胃肠

道途径传播，如食用被污染的食物或水源

等。此外，接触患者的血液或体液也可能

导致传播。

甲肝与感冒的区别

要区分甲肝和感冒，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判断。

病因  甲肝是由甲型肝炎病毒引起的

病毒性肝炎，而感冒则是由病毒引起的上

呼吸道感染。虽然两者都是病毒感染，但

导致疾病的病毒种类不同。

症状  甲肝的症状比感冒更为严重，

除了发热、乏力外，还会出现食欲不振、

恶心、呕吐、黄疸等症状。而感冒主要症

状为发热、咳嗽、流涕等，且症状通常在

一周左右自行缓解。

传播途径  甲肝主要通过胃肠道途

径传播，如食用被污染的食物或水源等。

而感冒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

喷嚏等。

病程  甲肝的病程较长，通常需要数

周至数月才能康复，而感冒的病程较短，

通常在一周左右康复。

预防和治疗措施

对于甲肝和感冒的预防和治疗，有以

下措施。

1. 预防。对于甲肝，要保持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如勤洗手、不喝生水、不吃

生食等。此外，接种甲肝疫苗也是预防甲

肝的有效措施。对于感冒，要注意保持室

内空气流通，避免接触患者，注意个人卫

生习惯等。

2. 治疗。 对于甲肝患者，主要是对

症治疗和支持治疗。患者需要休息、饮食

清淡、避免饮酒等刺激性食品。对于严重

的患者，可能需要住院治疗。对于感冒患

者，主要是缓解症状，如使用解热镇痛药、

止咳药等。

3. 甲肝和感冒虽然都是病毒感染引起

的疾病，但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疾病。

通过保持个人卫生习惯、接种甲肝疫苗等

措施可以有效预防甲肝的发生。如果出现

相关症状，建议尽快就医并接受专业治疗。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预防工作，保护好自己

和家人的健康。

4. 同时也要注意，甲肝疫苗的接种是

预防甲肝的有效手段。接种疫苗不仅可以

保护个人不受病毒感染，还能在群体中建

立免疫屏障，有效遏制疾病的传播。因此，

建议广大市民积极接种甲肝疫苗，为自己

和他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5. 我们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注意

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增强自我防护意识，

以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同时，如有疑似

症状出现，要及时就医并接受专业治疗。

6. 对于甲肝的预防，除了保持良好的

个人卫生习惯和接种甲肝疫苗外，还可以

考虑避免接触可能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

在饮食方面，要注意选择卫生状况良好的

餐厅和食品供应商，尽量避免食用生食和

不洁食品。此外，对于与甲肝患者有过

接触或在疫情高发区域生活或旅行过的人

员，也要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有

疑似症状应及时就医。

7. 对于感冒的预防，除了保持室内空

气流通、避免接触患者、注意个人卫生习

惯外，还可以通过适当的锻炼和饮食来增

强身体的免疫力。在冬季天气较冷时，要

注意保暖和保持室内空气湿度，避免感冒

病毒的传播。此外，对于已经出现感冒症

状的患者，要注意休息和饮食清淡，避免

过度劳累和饮酒等刺激性食品。

8. 在治疗方面，对于甲肝患者，除了

对症治疗和支持治疗外，还可以考虑使用

中草药、针灸等传统医学方法来辅助治疗。

对于感冒患者，可以根据症状的轻重程度

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使用解热镇痛药、

止咳药等缓解症状，同时要注意保持充足

的睡眠和水分摄入。

9. 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预防还是治

疗甲肝和感冒，都需要广大市民的积极参

与和配合。我们要提高对这两种疾病的认

知和重视程度，自觉遵守相关预防措施和

建议，共同营造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环境。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保持健康的生

活方式，注意个人卫生习惯的养成，增强

自我防护意识，以降低感染疾病的风险。

同时，如有疑似症状出现，要及时就医并

接受专业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自己

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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