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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冠心病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属于一种缺血性心脏病。冠脉的功能是向心脏提供血液，当其出现粥样硬

化问题时，会导致管腔狭窄或闭塞，进而造成心肌缺血，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运动平板检查属于冠心病诊断中常见的

一种手段，具有操作简单、无创的优点，应用价值较高。本文针对冠心病诊断中运动平板检查的应用进展做一综述，具体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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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application of exercise treadmill examina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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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ronary heart disease, namely coronary Atherosclerosis heart disease, is an ischemic heart disease. The function of 

coronary artery is to provide blood to the heart. When atherosclerosis occurs, it will lead to stenosis or occlusion of the lumen, which 

will lead to myocardial ischemia, chest tightness, chest pain and other symptoms. Exercise treadmill examination is a common 

method in the diagnos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with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operation, non-invasive, and high application value.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review of the application progress of exercise treadmill examina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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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平板检查在冠心病诊断中的应用研究
进展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人们生活及饮食习惯发

生了较大变化，运动量少、饮食习惯不合理、吸烟等不良

习惯的人逐渐增多，极易引发冠心病 [1-5]。当前，冠心病

发病率逐渐升高，已成为我国疾病发病率之首。冠脉造影

术属于冠心病检查最准确的一种诊断方法，不过检查设备

较为复杂，且属于有创性检查，会让患者经受较大痛苦，

同时价格较为昂贵，导致这种诊断技术未能普遍应用 [6]。

而运动平板实验，设备操作简单，属于无创性检查，可减

轻患者痛苦，因此在冠心病诊断中应用较为普遍。

1 运动平板检查概述

运动平板检查，又称为运动负荷实验，其属于冠心病

诊断中较为常见的方式 [7]。一些冠心病患者，虽然其冠脉

扩张最大储备能力会出现大幅下降，但静息时冠脉血流量

能够维持正常，不会出现心肌缺血的情况，心电图检查时

不会出现异常。为对患者是否存在冠心病进行诊断，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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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运动的方式增加心脏负荷，诱发心肌缺血，进而使诊断

结果更加准确，这种方式即为心电图运动试验，现阶段运

动平板检查属于应用最多的一种方式 [8-9]。这种方式的优

点是能够在运动中观察患者心电图变化，在冠心病诊断中

的价值为 ：第一，辅助进行冠心病诊断，同时筛查无症状

患者，了解其是否存在隐性冠心病。第二，对冠脉狭窄程

度进行估计，筛选出高危患者 [10-11]。第三，对冠心病患者

运动耐量及心脏功能做出测定，从而合理控制患者运动强

度及活动范围，从而制定出更加科学的康复锻炼计划。第

四，对冠心病患者治疗效果进行了解。阳性标准为 ：运动

患者出现典型心绞痛，心电图改变主要以 ST 段水平型或

下楔形压低大于等于 0.1mV（J 点后 60~80ms）持续 2min

为运动试验阳性标准。

2 冠心病诊断中运动平板检查的应用

2.1 运动平板联合动态心电图检查

林超 [12] 以疑似 114 例女性冠心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研

究运动平板检查与动态心电图检查的联合应用价值。实际

检查患者时，患者均实施运动平板检查，同时还应进行冠

脉造影及动态心电图检查，以冠脉造影检查结果为标准，

同联合检查的效果进行对比，经过冠脉造影检查后，确认

病例为 83 例，而通过运动平板检查联合动态心电图检查，

在诊断准确性、特异度及灵敏度上，均高于单一检查的方

式，差异明显（P<0.05）。

得出结论 ：女性冠心病患者诊断中，通过联合应用动

态心电图与运动平板检查的方式，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诊

断效果，可将其作为女性冠心病患者诊断中的一种主要方

式。张小岗等人 [13] 研究冠心病诊断中，12 导联动态心电

图与平板运动检查的联合诊断价值。选择疑似患有冠心病

的 200 例患者，均进行平板运动检查、冠脉造影检查与 12

导联动态心电图检查，将冠脉造影检查结果作为金标准，

分析患者检查结果，同单独检查方式相比，联合应用平板

运动检查及 12 导联动态心电图检查的方式，检出率存在

明显差异，得出冠心病诊断中两种方式联合应用能够获得

更高的病变检出率，有助于科学制定治疗方案。陈俊丽等

人 [14] 选择 92 例疑似冠心病患者，实施前瞻性研究，研究

中通过冠脉造影对患者进行检查，将得到的结果作为金标

准，并分别对患者进行运动平板检查结合动态心电图检查

及单项检查，对比检查准确度、特异度、漏诊率等，结果

显示，冠脉造影检查出 59 例阳性，33 例阴性 ；运动平板

检查出 48 例真阳性，25 例真阴性 ；动态心电图检查出 49

例真阳性，26 例真阴性 ；运动平板检查联合动态心电图检

查出 58 例真阳性，33 例真阴性，联合检查结果比单项检

查误诊率及漏诊率更低。苗莉 [15] 将疑似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脏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动态心电图与运动平板

检查的方式进行诊断，诊断结果显示，联合诊断方式下，

准确度及敏感度更高，更具有应用价值。

2.2 运动平板联合超声检查

李琳等人 [16] 通过运动平板检查与多巴酚丁胺超声心动

图联合的方式，对疑诊冠心病患者进行检查，以冠脉造影

检查获得的结果作为金标准，与联合诊断方式获得的结果

进行对比，分析两种方法的准确度、灵敏度、阳性及阴性

预测值间存在的差异，结果显示 ：冠脉造影获得的筛查阳

性率为 76.28% ；多巴酚丁胺超声心动图获得的筛查阳性率

为 57.69% ；运动平板检查获得的筛查阳性率为 57.05% ；

联合检查获得的筛查阳性率为 75.66%。得出将运动平板检

查与多巴酚丁胺超声心动图联合，能够获得更高的筛查价

值，值得推广应用。闫荣等人 [17] 探究冠心病筛查中，超声

心动图与运动平板检查联合的应用价值，得出联合检查阳

性率为 76.25%，高于单项检查的方式，差异明显（P<0.05），

两种方式联合应用，可提升冠心病诊断效能。孙炎华等

人 [18]，通过心脏彩超与运动平板检查联合应用的方式，对

冠心病及病变程度进行诊断，研究环节中将冠脉造影作为

金标准，联合诊断结果显示，单支病变为 83.93%，双支病

变为 97.18%，多支病变为 98. 18%，阳性检出率更高，在

冠心病诊断中，联合应用心脏彩超与运动平板检查，价值

更高。焦海春等人 [19] 通过运动平板检查与颈动脉超声结合

的方式，进行冠心病诊断，与单项针对方式对比，联合诊

断特异度、灵敏度更高（P<0.05）, 得出颈动脉斑块性质与

冠心病联系密切。

2.3 其他检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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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雯等人 [20] 在冠心病诊断中，应用了运动平板检查与

食道调搏心脏负荷试验联合检查的方式，获得的敏感性与

准确性均要明显高于单项检查，得出这两种方式联合应用

在冠心病诊断中更加安全、简便，诊断结果更加准确。张

健春 [21] 等人通过联合应用平板运动检查与冠状动脉 CT 血

管造影，进行冠心病诊断研究，单独应用运动平板检查的

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81.3%、81.4% ；单独应用冠状动脉

CT 血管造影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90.7%、79.1%; 将两者

联合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 96.0%、72.1%，得出联合应用

能获得更高的敏感性。张刚 [22] 在研究中，将 249 例冠心病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运动平板检查与冠状动脉钙化检

测的联合应用价值，结果得出，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诊断冠

心病，准确度、特异度及灵敏度更高，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3 并发症与禁忌证

3.1 并发症

对于运动平板检查而言，其具有无创的特点，不仅能

够对冠心病进行诊断，还能诊断心律失常、病窦综合征等

疾病 [23]，对患者心脏功能情况做出准确地判断。虽然这种

检查方式安全性较高，不过仍存在 0.012%~0.024% 的可能

会发生相应并发症，较为常见的并发症包括 ：心绞痛、低

血糖、心肌梗死及哮喘等。若患者存在高血压及心律失常

问题，检查前应确保患者病情处于良好状态，以免提升并

发症发生概率 [24]。对于患有支气管炎及哮喘的患者，应做

好感染控制，若有必要还需使用激动剂。对于老年患者，

应在饭后进行平板运动检查，防止出现低血糖问题。

3.2 禁忌证

绝对禁忌证包括：严重高血压；未控制的有症状心衰；

急性心肌炎与心包炎 ；高危不稳定型心绞痛 ；下肢栓塞 ；

急性肺梗死或肺栓塞；未控制的存在临床症状的心律失常；

严重流出道梗阻性心脏病 [25]。相对禁忌证包括 ：中度心瓣

膜狭窄 ；心脏扩大及心功能不全 ；严重贫血 ；频发、多源

室性期前收缩 ；精神或体力障碍 ；缓慢心律失常 ；未能控

制的高血压或肺动脉高压；冠状动脉左主干中、重度病变。

此外，非适应证包括 ：静息心电图心室显性预激 ；静息 ST 

段压低高于 2mm ；心室起搏心律以及下肢运动障碍者。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冠心病属于一种高发疾病，会对人类健康

产生严重威胁，选择安全性高、无创的检查方式对冠心病

进行筛查意义重大。通过应用运动平板检查诊断冠心病，

准确率较高，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不过单一应用这种方

式，易出现误诊的情况，所以应将运动平板检查与不同方

法进行联合，从而提升冠心病诊断准确性。当前学术界提

出了较多的联合方式，均能获得良好的预测效果，未来研

究中，还应加大探索力度，从而研究出更好的联合诊断方

式，不断提升冠心病诊断水平 [26-29]。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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