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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光学相干成像技术检测易损斑块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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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引发血栓形成是临床急性冠脉综合征的根本原因。易损斑块的早期识别与及时处理是

避免临床心血管事件的关键。目前已经有很多影像学方法应用于冠脉内易损斑块的检测，但易损斑块的形态学及其破裂导致

血栓形成的机制仍是临床医生关注的重点。血管内光学相干成像技术（ＯＣＴ）是一种基于心脏导管的检查方法，它利用近红外

光，可获取高达１０μｍ分辨率的影像，从而在细胞水平实现体内血管壁微结构成像。随着新一代频域ＯＣＴ（ＦＤＯＣＴ）的发展，

这一技术在易损斑块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现将ＯＣＴ在易损斑块相关研究中的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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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已经明确临床心脏事件主要原因在于不稳

定斑块破裂，并继发血栓形成［１］。Ｍｕｌｌｅｒ等
［２］最早

提出了“易损斑块（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ｐｌａｑｕｅ）”的概念。随

后，Ｌｉｂｂｙ
［３］将这一概念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炎症浸

润的纤维帽等组织学概念。１９９７年，Ｂｕｒｋｅ等
［４］对

心源性死亡患者的病理学研究证实：导致猝死事件

的根本原因是斑块破裂并继发血栓形成，并明确将

“易损斑块”定义为“薄纤维帽的动脉斑块”（ｔｈｉｎ

ｃａｐｐｅｄｆｉｂｒｏａｔｈｅｒｏｍａ，ＴＣＦＡ），特指具有巨噬细胞

浸润的，厚度＜６５μｍ的纤维帽覆盖的坏死中心这

一特殊类型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２００３年Ｎａｇｈａｖｉ

等［５］结合大量回顾性病理解剖研究结果，发表了第１

份对易损斑块的国际共识，指出易损斑块不仅容易

破裂，形成血栓，而且可快速进展为临床事件。同时

提出了易损斑块的组织病理学标准，即主要标准：

（１）活动性炎症（单核细胞／巨噬细胞／Ｔ淋巴细胞浸

润）；（２）大的脂质核、纤维帽薄；（３）内皮剥脱，表面

血小板聚集；（４）斑块裂隙；（５）狭窄程度＞９０％。次

要标准：（１）表浅钙化小结节；（２）斑块呈浅黄色；（３）

斑块内出血；（４）内皮功能障碍；（５）血管正性重塑。

正是基于这样的病理生理研究基础，越来越多的研

究集中于早期发现稳定性患者存在的易损斑块。

近２０年，随着血管内超声技术（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ＶＵＳ）的广泛应用，对不稳定斑块的临

床研究也逐步深入。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Ｇｒａｎｉｌｌｏ等
［６］利用

较先进的组织虚拟影像ＩＶＵＳ（ＶＨＩＶＵ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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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ＶＵＳ检测下ＴＣＦＡ做了进一步说明，要求必须具

备以下３项标准中的两项，即：薄纤维帽的斑块；管

腔面积 ≤４．０ｍｍ
２；斑块负荷 ≥７０％。２０１１ 年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研究中利用高频血管内超声 （ＲＦ

ＩＶＵＳ）对６９７例急性冠脉综合征（ａｃｕｔ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ＣＳ）患者进行３年随访研究，结果发

现，非罪犯病变造成的主要心血管事件与原有治疗

的ＡＣＳ靶病变相似，其相关危险因素为：斑块负荷

≥７０％；检 测 出 ＴＣＦＡ；最 小 管 腔 面 积 ≤４．０

ｍｍ２
［７］。尽管ＩＶＵＳ能分辨较深的血管组织，但其

分辨率为１００～１５０μｍ，对于动脉粥样斑块的细微

结构缺乏清晰的认识，很难达到病理解剖中关于不

稳定性斑块薄纤维帽的标准（＜６５μｍ）。因此临床

迫切需要更加精确的检测方法以区分易损斑块，减

少临床事件的发生。光学相干成像技术（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

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ＣＴ）的空间分辨率达到了

１０～１５μｍ，穿透距离为１～３ｍｍ，不仅能区分内外

弹力膜，而且可以清晰地分清血管壁内膜、中膜及外

膜，获得类似血管壁组织水平的图像，对于斑块的识

别具有特殊优势［８１０］。

１　犗犆犜技术的发展

ＯＣＴ是使用低相干宽带光源和干涉原理对物

体进行透射成像的技术。其原理类似于超声成像，

区别只是用波长为１２５０～１３５０ｎｍ的远红外光代

替了声波。２００１年，Ｌｉｇｈｔｌａｂ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ｃ（Ｗｅｓｒ

ｆｏｒｄ，ＭＡ，ＵＳＡ）首次报道了ＯＣＴ技术在冠状动脉

内获得的高清晰图像，此后ＯＣＴ技术在冠心病介入

领域中的应用逐渐增多。虽然美国心脏协会（ＡＨＡ）／

美国心血管造影和介入学会（ＳＣＡＩ）２０１１年发布的经

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指南对于ＯＣＴ技术的建

议等级没有明确定论［１１］，但随着该项技术的发展以及

临床的广泛应用，使得它在冠心病介入治疗中发挥越

来越明显的作用，尤其是在评价血管内不稳定斑块方

面，显示出更加安全、可靠的优势。

２０１０年开始在临床广泛应用的第２代Ｃ７ＸＲ

ＯＣＴ系统（ＳｔＪｕｄ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Ｐａｕｌ，ＭＮ），采用

Ｄｒａｇｏｎｆｌｙ成像导管，成像速度达到１００帧／ｓ。其操

作简单，经常规６Ｆ的指引导管，沿着普通０．０１４英

寸（１英寸＝２．５４ｃｍ）的导丝送至病变远端。该仪器

不需阻断血流，只要通过导管注射生理盐水或造影

剂（１５～２０ｍＬ／序列），后撤速度达到２０ｍｍ／ｓ，扫描

长度可达５０ｍｍ，相对第１代具有操作简单、无需阻

断血流、临床并发症减少等优点［１２］。最近，更新的一

代ＩｌｕｍｉｅｎＴＭ 系统 （Ｓｔ．Ｊｕｄ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Ｐａｕｌ，

ＭＮ，ＵＳＡ）已经在一部分国家及地区应用，该系统

回撤速度可快至２０～３６ｍｍ／ｓ，并可获得更长的检

测范围（５０～７５ｍｍ）。同时该系统结合了无线血流

储备分数（ＦＦＲ）导丝系统，可同时完成管腔内斑块

的形态学及功能学检查。而ＩｌｕｍｉｅｎＯｐｔｉｓ
ＴＭ系统，

更增加了３Ｄ成像功能，并可实现同步冠脉造影定

位，以指导ＰＣＩ过程。Ｔｅｒｕｍｏ公司生产的＂ＬＵＮＡ

ＷＡＶＥＴＭ ＯＦＤＩ系统也在回撤长度、冠状动脉造影

影像同步性等方面有新的改进。

２　犗犆犜检测下不稳定斑块的形态学研究

早期组织学研究已证实，ＯＣＴ检测成像与组织

学检查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对于纤维斑块的敏感性

为７１％～７９％，特异性为９７％～９８％；而纤维钙化

斑块敏感性及特异性分别为９５％～９６％和９７％；对

于ＩＶＵＳ较难分辨的脂质斑块，也分别高达９０％～

９４％和９０％～９２％
［１３］。ＯＣＴ极高的分辨率，可以

准确评判接近管腔的细微结构，尤其是诊断斑块不

稳定成分，如纤维帽的厚度、巨噬细胞浸润、脂质斑块

大小、钙化结节、斑块破裂、浸润以及血栓等［１１１６］。目

前，绝大多数研究仍延续了早期Ｙａｂｕｓｈｉｔａ等根据尸

体解剖研究的结果，即结合血管解剖研究结果对血管

内斑块的分类方法，将ＯＣＴ影像下血管动脉粥样硬

化斑块分为纤维斑块、钙化斑块及脂质斑块［１４］。２０１２

年，血管内光学相干成像国际工作组撰写委员会对

ＩＶＯＣＴ领域内关键问题的相关标准和推荐进行了整

理，基于国际性ＩＶＵＳ的共识标准
［１７］，结合现有的临

床研究，制定了针对ＯＣＴ的共识，对各类血管内斑块

的定义、特征及测量制定了相应的标准［１８］。

２．１　ＯＣＴ对纤维帽厚度的研究　纤维帽的厚度是

斑块易损性最重要的决定因素［１９］。由于纤维帽主要

由平滑肌细胞及胶原纤维组成，在ＯＣＴ上表现为高

密度、低反射的影像，因此ＯＣＴ可以清楚分辨带有

薄的纤维帽的易损斑块。临床上，被大家广泛接受

的具有易损倾向的纤维帽厚度为６５μｍ，这一数值

源自重要的病理学研究［４］，该研究针对导致猝死的

４１个破裂斑块的病理组织学检查，发现破裂斑块纤

维帽为（２３±１５）μｍ，其第９５百分位值为６５μｍ，并

将具有这一特征的粥样斑块定义为 ＴＣＦＡ。Ｊａｎｇ

等［１９］首次将具有薄纤维帽（最薄处＜６５μｍ）的富含

脂质的斑块（在一个斑块内脂质成分占据２个象限，

即１８０°）定义为 ＯＣＴ意义上的ＴＣＦＡ。目前为止，

ＯＣＴ仍然是人体内测量纤维帽厚度最为精确的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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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手段，但是由于血管本身存在１０％～２０％的组织

收缩特性，６５μｍ的截点并不是唯一。Ｋｕｂｏ等
［１０］进

一步证实，ＡＣＳ患者中，ＴＣＦＡ多达８３％，而急性心

肌梗死患者的纤维帽厚度仅为（４９±２１）μｍ。在最

近一项研究中，发现破裂斑块纤维帽厚度中位数是

１１６μｍ，而未破裂的为１８２μｍ，斑块破裂的纤维帽

厚度为＜８０μｍ
［２０］。

相对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ＳＴＥＭＩ）患者斑块纤

维帽的平均４７μｍ的厚度，非ＳＴ段抬高心肌梗死

（ＮＳＴＥＭＩ）患者为５３．８μｍ，稳定性患者为１０２．６

μｍ
［１９］。不同临床状态下，斑块纤维帽的厚度也存在

一定差异［２１２２］。上述结果在最近的一项针对猝死患

者的病理组织学研究中得到进一步验证。该研究发

现，破裂斑块纤维帽＜５４μｍ，且管腔狭窄程度多＜

７４％；ＴＣＦＡ纤维帽厚度范围为５４～８４μｍ。因此

有理由认为，纤维帽厚度＜８５μｍ 或管腔狭窄程

度＞７５％的病变应引起重视
［２３］。不仅如此，早期

Ｔａｎａｋａ等
［２４］研究发现，虽然ＴＣＦＡ是导致ＡＣＳ的主

要因素，一些附带较厚纤维帽的稳定性斑块（＞６５

μｍ）在运动时也会诱发破裂，导致急性心脏事件。自

发性破裂斑块的纤维帽厚度明显薄于运动后破裂的

斑块（５０μｍｖｓ９０μｍ），而后者也多发生于斑块的肩

部，这可能与炎症反应及斑块肩部的高剪切力有关。

这一现象近期也得到来自国内研究的进一步证实［２５］。

正是由于既往关于斑块纤维帽厚度的绝大多数数据

来自尸体解剖以及已经破裂的斑块，因此，关于纤维

帽破裂的界限的研究仍是临床科研关注的重点。

２．２　ＯＣＴ对坏死中心面积的研究　纤维帽覆盖下

的坏死中心是不稳定斑块的重要特征。脂质坏死中

心在ＯＣＴ上表现为边界不清晰的高密度区域。既

往组织病理学及ＩＶＵＳ研究均提示斑块纵向所占象

限或弧角与易损性相关，但目前仍没有明确定论［１８］。

而且，由于ＯＣＴ的穿透性不强，对于血管壁深层结

构分辨不如ＩＶＵＳ，因此在测量脂质斑块及坏死中心

面积上存在缺陷。近期，随着３Ｄ技术的进展，也有

一些针对斑块容积的探索性研究［２６］。

２．３　ＯＣＴ对不稳定斑块其他特征的研究　炎症反

应是另一构成斑块不稳定性的重要原因［２７］。ＯＣＴ

极高的分辨率可以准确评判接近管腔的细微结构，

尤其是诊断斑块不稳定成分，如巨噬细胞浸润、新生

微血管、钙化结节、斑块破裂、侵蚀以及血栓等。

２．３．１　巨噬细胞浸润　纤维帽内炎症细胞浸润提

示高度破损倾向。由于斑块内巨噬细胞体积可达

３０～５０μｍ，使得 ＯＣＴ很容易分辨。Ｔｅａｒｎｅｙ等
［２８］

证实ＯＣＴ测量的巨噬细胞密度与组织细胞学测量

结果相关度极高。而对于不同状态下冠心病患者的

血管病变检测显示，不稳定斑块患者的斑块内巨噬

细胞增多。同样，“罪犯斑块”内巨噬细胞密度多于

“非罪犯病变”，而破裂斑块内最多［２７］。巨噬细胞的

聚集以及密度的增加，提示斑块不稳定，成为 ＯＣＴ

检测斑块不稳定的标志［２９］。但由于检测者个人水平

不同，很难在ＯＣＴ下对巨噬细胞进行定量研究，且

目前尚不清楚它在斑块破裂中的作用机制。

２．３．２　新生微血管　新生内膜滋养血管反映了斑

块的不稳定性，ＯＣＴ能够区分直径５０～１００μｍ的

微血管［３０］。而新生血管多与薄的纤维帽共存，对他

汀类药物治疗反应差，较难出现斑块回缩［２６，２９］。这

与既往的病理学研究结果吻合［３１］。

２．３．３　血管正向重塑　既往的病理学研究已明确

说明，血管管腔的正向重塑同样也是斑块不稳定的

一种表现［３２］。这一点在 Ｒａｆｆｅｌ等
［３３］的研究中得到

充分的证实。由于ＯＣＴ的组织穿透力不如ＩＶＵＳ，

因此在正向重塑方面研究不多。但Ｋｕｍｅ等
［１０］曾对

比了组织学及ＯＣＴ影像，发现正向重塑的斑块含有

较多的脂质以及更大的斑块负荷，而这也正符合不

稳定斑块的形态学特点。现有 ＯＣＴ研究也显示血

管壁的正向重塑与斑块的不稳定性一致［３４３５］。

２．３．４　斑块破裂及侵蚀　尽管普遍认为斑块的破

裂是造成ＡＣＳ的主要原因，以往研究也发现其他因

素同时参与了这一过程，如斑块侵蚀、钙化结节等。

根据２０１２年ＯＣＴ国际工作组的专家共识，分别对

破裂的斑块（ｒｕｐｔｕｒｅｄｐｌａｑｕｅ）及 ＯＣＴ概念中侵蚀

（ｅｒｏｓｉｏｎ）做了明确说明。破裂的斑块经常出现在

ＯＣＴ检测的ＴＣＦＡ中，表现为内膜撕裂、破坏或斑

块纤维帽夹层。当注射显影剂时，内膜没有显影或

显影不充分，甚至形成空洞。ＯＣＴ检测下侵蚀是指

血管内膜表面不正常或不连续并附有微小血栓，但

没有纤维帽破损及空洞形成［１８］。最近的一项研究发

现，相对稳定性心绞痛患者，不稳定心绞痛患者出现

斑块破裂及侵蚀的情况较多［３６］。而在ＳＴＥＭＩ患者

中，破裂的斑块明显多于 ＮＳＴＥＭＩ
［２１，３７］。Ｊｉａ等

［３８］

将造成ＡＣＳ的斑块分为破损斑块、钙化结节、明确

的侵蚀斑块、可能的侵蚀斑块和其他共５类，据此分

类，发现１２６个 ＡＣＳ靶病变中，４４％为破损斑块、

２３％为经ＯＣＴ确认的侵蚀性病变、另外８％为钙化

结节；结合临床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出现斑块侵蚀

的患者更年轻，且非ＳＴ段抬高ＡＣＳ发生率更高。

不同类型冠心病患者的冠脉血管内均可见到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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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斑块，但其中斑块破裂、溃疡形成、纤维帽厚度、最

小管腔面积及血栓发生情况均有明显不同［３６］。管腔

狭窄、斑块表面形成溃疡并少量血栓形成，可能是

ＢｒａｕｎｗａｌｄⅠ级心绞痛患者发生 ＡＣＳ的机制；而

ＢｒａｕｎｗａｌｄⅢ级的不稳定性心绞痛患者中即使在管

腔足够大的情况下，ＴＣＦＡ破裂发生血栓的概率明

显多于其他类型。同样，在ＳＴＥＭＩ患者中，斑块破

裂明显多于ＮＳＴＥＭＩ患者（７０％ｖｓ４７％），而破裂

的纤维帽可能是前向血流减慢的影响因素［２１］。

与稳定性患者相比，ＡＣＳ患者的非罪犯血管存

在较多不稳定特性，包括较多脂质斑块、更薄的纤维

帽、更多的靠近管腔的新生血管。ＡＣＳ患者中，６５％

可检测到ＴＣＦＡ，而平均每例患者存在（１．９±１．４）

个富含脂质的斑块。这也提示ＡＣＳ是系统性、广泛

的血管疾病，而不是某个血管的局部问题［３９］。这些

研究对于深入探讨ＡＣＳ的机制、明确治疗策略具有

深远的意义。

２．３．５　血栓　ＯＣＴ不仅可以检测出血栓，而且可

区分红色及白色血栓，并证实血栓的存在可能是斑

块不稳定的标识［１６，４０］，这一点是ＩＶＵＳ不能实现的。

及时识别血栓，明确血栓性质，对于减少手术并发

症，改善预后都有积极的意义。

３　应用前景及不足

越来越多的ＯＣＴ指导下ＰＣＩ治疗中发现，富含

脂质的斑块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出现相关并发症。

因此，术前明确管腔内斑块性质的识别对于介入手

术术中策略选择有着突出的意义［４１４４］。此外，作为

血管内斑块形态学检测标准，ＯＣＴ指导下易损斑块

的发现及诊断已经成为临床检测其他生化指标及无

创检测技术的临床应用及发展的检测手段［４５４６］。

ＯＣＴ对于易损斑块纤维帽的评判具有明显优势，已

有研究利用这一检测手段来评价临床使用他汀类降

脂药物的效果［４７］。

ＯＣＴ在易损斑块诊断中存在以下问题：（１）组

织穿透力较弱，仅为２～３ｍｍ，因此对于血管壁深层

结构，尤其是斑块面积及血管重塑方面存在不足；对

于内径粗大的血管以及左主干开口部位，成像不理

想。（２）无论是纤维帽测量、巨噬细胞的定量检测，

目前都缺乏统一的标准，需要更多的实体数据。（３）

虽然目前ＯＣＴ检查已无需阻断血流，但为了获得良

好的图像，依然需要快速冠脉内注射造影剂，增加了

造影剂的使用。（４）由于 ＯＣＴ 成像速度快，相对

ＩＶＵＳ其斑块定位性差，往往需要钙化斑块及分支血

管协助定位。但随着新一代冠脉影像同步技术的应

用，这一缺陷已得到明显改进。

综上所述，易损斑块是造成心脏事件的重要启

动因素，因此，早期、准确发现这些破裂倾向的斑块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同其他检查方法相比，ＯＣＴ

具有高度的分辨率，对于血管内膜研究具有绝对的

优势。现有研究结果证实，ＯＣＴ对于易损斑块的检

测与组织学具有极高的相关度，是研究易损斑块的

可行性方法，有望在易损斑块的形态学研究及斑块

破裂导致ＡＣＳ的机制研究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４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参 考 文 献］

［１］　ＦａｌｋＥ，ＳｈａｈＰＫ，ＦｕｓｔｅｒＶ．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ｐｌａｑｕｅ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ｏｎ

［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９２：６５７６７１．

［２］　ＭｕｌｌｅｒＪＥ，ＴｏｆｌｅｒＧＨ，ＳｔｏｎｅＰＨ．Ｃｉｒｃａｄｉａｎ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ｒｉｇｇｅｒｓｏｆｏｎｓｅｔｏｆａｃｕｔｅ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Ｊ］．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９，７９：７３３７４３．

［３］　ＬｉｂｂｙＰ．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ａ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ｕｔ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ｓ［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９１：２８４４２８５０．

［４］　ＢｕｒｋｅＡＰ，ＦａｒｂＡ，ＭａｌｃｏｍＧＴ，ＬｉａｎｇＹＨ，Ｓｍｉａｌｅｋ

Ｊ，ＶｉｒｍａｎｉＲ．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ｐｌａｑｕｅｍｏｒｐｈｏｌ

ｏｇｙｉｎｍｅｎｗｉｔｈ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ｈｏｄｉｅｄ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１９９７，３３６：１２７６１２８２．

［５］　ＮａｇｈａｖｉＭ，ＬｉｂｂｙＰ，ＦａｌｋＥ，ＣａｓｓｃｅｌｌｓＳＷ，ＬｉｔｏｖｓｋｙＳ，

ＲｕｍｂｅｒｇｅｒＪ，ｅｔａｌ．Ｆｒｏｍ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ｐｌａｑｕｅｔｏｖｕｌｎｅｒａ

ｂ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ｃａｌｌｆｏｒｎｅｗ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Ｐａｒｔ Ⅰ ［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１０８：

１６６４１６７２．

［６］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ＧｒａｎｉｌｌｏＧＡ，ＧａｒｃíａＧａｒｃíａＨ Ｍ，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ＥＰ，ＶａｌｇｉｍｉｇｌｉＭ，ＡｏｋｉＪ，ｄｅＦｅｙｔｅｒＰ，ｅｔａｌ．犐狀狏犻狏狅ｉｎ

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ｄｅｒｉｖｅｄｔｈｉｎｃａｐｆｉｂｒｏａｔｈｅｒｏｍａ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ａ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５，４６：２０３８２０４２．

［７］　ＳｔｏｎｅＧＷ，ＭａｅｈａｒａＡ，ＬａｎｓｋｙＡＪ，ｄｅＢｒｕｙｎｅＢ，Ｃｒｉｓｔ

ｅａＥ，ＭｉｎｔｚＧＳ，ｅｔａｌ．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

２０１１，３６４：２２６２３５．

［８］　ＫｕｂｏＴ，ＡｋａｓａｋａＴ．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ｉｎｔｒａ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ｍａｇ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Ｊ］．ＥｘｐｅｒｔＲｅｖＭｅｄＤｅｖｉｃｅｓ，２００８，５：６９１６９７．

［９］　ＪａｎｇＩＫ，ＢｏｕｍａＢＥ，ＫａｎｇＤＨ，ＰａｒｋＳＪ，ＰａｒｋＳＷ，

ＳｅｕｎｇＫＢ，ｅｔａｌ．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

ｒｏｔｉｃｐｌａｑｕ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ｓｉｎｇ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Ｊ］．Ｊ



书书书

　　 　

　　 　 　　　 　 　　　 　

·６６６　　 ·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３５卷

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２，３９：６０４６０９．

［１０］ＫｕｍｅＴ，ＯｋｕｒａＨ，ＫａｗａｍｏｔｏＴ，ＡｋａｓａｋａＴ，Ｔｏｙｏｔａ

Ｅ，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Ｎ，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ｒｅ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ｐｌａｑｕ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ｔｈｅｒｏ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２００８，１９７：７９９８０５．

［１１］ＬｅｖｉｎｅＧＮ，ＢａｔｅｓＥＲ，ＢｌａｎｋｅｎｓｈｉｐＪＣ，ＢａｉｌｅｙＳＲ，

ＢｉｔｔｌＪＡ，ＣｅｒｃｅｋＢ，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ＡＣＣＦ／ＡＨＡ／ＳＣＡＩ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ｆｏｒ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ａｒ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ｇ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１２４：

ｅ５７４ｅ６５１．

［１２］ＫａｔａｉｗａＨ，ＴａｎａｋａＡ，ＫｉｔａｂａｔａＨ，ＭａｔｓｕｍｏｔｏＨ，

ＫａｓｈｉｗａｇｉＭ，ＫｕｒｏｉＡ，ｅｔａｌ．Ｈｅａｄｔｏｈｅａ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ｌｌｏｏｎ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ｔｈｅｎｏｎ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Ｊ］．Ｉｎｔ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１，１４６：１８６１９０．

［１３］ＹａｂｕｓｈｉｔａＨ，ＢｏｕｍａＢＥ，ＨｏｕｓｅｒＳＬ，ＡｒｅｔｚＨＴ，Ｊａｎｇ

ＩＫ，ＳｃｈｌｅｎｄｏｒｆＫ Ｈ，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２，１０６：１６４０１６４５．

［１４］ＫｕｍｅＴ，ＡｋａｓａｋａＴ，ＫａｗａｍｏｔｏＴ，ＯｋｕｒａＨ，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Ｎ，ＴｏｙｏｔａＥ，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

ｆｉｂｒｏｕｓｃａｐ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Ａｍ

ＨｅａｒｔＪ，２００６，１５２：ｅ１ｅ４．

［１５］ＴａｋａｒａｄａＳ，ＩｍａｎｉｓｈｉＴ，ＬｉｕＹ，ＩｋｅｊｉｍａＨ，ＴｓｕｊｉｏｋａＨ，

ＫｕｒｏｉＡ，ｅ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ｅｘ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ｄｏｍａ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ｉｍｅｄｏｍａ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ｌｅｓｉｏｎ［Ｊ］．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Ｉｎｔｅｒｖ，２０１０，

７５：２０２２０６．

［１６］ＫｕｂｏＴ，ＸｕＣ，ＷａｎｇＺ，ｖａｎＤｉｔｚｈｕｉｊｚｅｎＮＳ，ＢｅｚｅｒｒａＨ

Ｇ．Ｐｌａｑｕｅａｎｄｔｈｒｏｍｂｕ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Ｉｎｔｌ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１，

２７：２８９２９８．

［１７］ＭｉｎｔｚＧＳ，ＮｉｓｓｅｎＳＥ，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ＷＤ，ＢａｉｌｅｙＳＲ，Ｅｒ

ｂｅｌＲ，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ＰＪ，ｅｔａ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

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ｆＩｎｔｒａ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ＶＵＳ）．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ＴａｓｋＦｏｒｃｅ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

２００１，３７：１４７８１４９２．

［１８］ＴｅａｒｎｅｙＧＪ，ＲｅｇａｒＥ，ＡｋａｓａｋａＴ，ＡｄｒｉａｅｎｓｓｅｎｓＴ，Ｂａｒ

ｌｉｓＰ，ＢｅｚｅｒｒａＨ Ｇ，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ｆｏｒＡｃ

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ｏｆ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ｆｏｒ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Ｏｐｔｉ

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

ｔｉｏｎ［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２，５９：１０５８１０７２．

［１９］ＪａｎｇＩＫ，ＴｅａｒｎｅｙＧＪ，ＭａｃＮｅｉｌｌＢ，Ｔａｋａｎｏ Ｍ，

ＭｏｓｅｌｅｗｓｋｉＦ，ＩｆｔｉｍａＮ，ｅｔａｌ．犐狀狏犻狏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ｐｌａｑｕｅｂｙｕｓｅ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

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１１１：１５５１

１５５５．

［２０］ＹｏｎｅｔｓｕＴ，ＫａｋｕｔａＴ，ＬｅｅＴ，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Ｋ，Ｋａｗａｇｕｃｈｉ

Ｎ，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Ｇ，ｅｔａｌ．犐狀狏犻狏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ｆｉｂｒｏｕｓｃａｐｔｈｉｃｋ

ｎｅｓｓｆｏｒｒｕｐｔｕｒｅｐｒｏｎ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ｐｌａｑｕｅｓ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ｏｐ

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２０１１，３２：

１２５１１２５９．

［２１］ＩｎｏＹ，ＫｕｂｏＴ，ＴａｎａｋａＡ，ＫｕｒｏｉＡ，Ｔｓｕｊｉｏｋａ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ｃｕｌｐｒｉｔｌｅｓｉｏｎ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ｌｅｖａ

ｔｉｏｎ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ｎ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ａ

ｃｕｔ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ｔａｙ［Ｊ］．ＪＡＣ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Ｉｎｔｅｒｖ，２０１１，４：７６８２．

［２２］ＷａｎｇＺ，ＣｈａｍｉｅＤ，ＢｅｚｅｒｒａＨＧ，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Ｈ，Ｋａｎｏｖｓｋｙ

Ｊ，ＷｉｌｓｏｎＤＬ，ｅ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ｂｒｏｕｓ

ｃａｐｓｕｓ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ＢｉｏｍｅｄＯｐ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３：１４１３１４２６．

［２３］ＮａｒｕｌａＪ，ＮａｋａｎｏＭ，ＶｉｒｍａｎｉＲ，ＫｏｌｏｄｇｉｅＦＤ，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Ｒ，ＮｅｗｃｏｍｂＲ，ｅ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ａｎｄ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ｐｌａｑｕｅｓ［Ｊ］．ＪＡｍ 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３，６１：

１０４１１０５１．

［２４］ＴａｎａｋａＡ，ＩｍａｎｉｓｈｉＴ，ＫｉｔａｂａｔａＨ，ＫｕｂｏＴ，Ｔａｋａｒａｄａ

Ｓ，ＴａｎｉｍｏｔｏＴ，ｅｔａｌ．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ｅｘｅｒｔｉｏｎ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ｐｌａｑｕ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ｔｕｄｙ［Ｊ］．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１１８：２３６８２６７３．

［２５］ＧｕｏＪ，ＣｈｅｎＹＤ，ＴｉａｎＦ，ＬｉｕＨＢ，ＣｈｅｎＬ，ＳｕｎＺＪ，ｅｔ

ａｌ．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ｌａｑｕ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ｕｓ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Ｃｈｉｎ ＭｅｄＪ，２０１３，

１２６：１０９２１０９５．

［２６］ＢｅｚｅｒｒａＨＧ，ＡｔｔｉｚｚａｎｉＧＦ，ＣｏｓｔａＭ Ａ．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ｆｉｂｒｏｕｓｃａｐｂ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ｏｐｔｉ

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Ｉｎ

ｔｅｒｖ，２０１３，８１：５４７５４９．

［２７］ＮｅｗｂｙＡＣ．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ｓ

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ｔｏ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

ｐｌａｑｕｅ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ＡｒｔｅｒｉｏｓｃｌｅｒＴｈｒｏｍｂＶａｓｃＢｉｏｌ，

２００８，２８：２１０８２１１４．

［２８］ＴｅａｒｎｅｙＧＪ，ＹａｂｕｓｈｉｔａＨ，ＨｏｕｓｅｒＳＬ，ＡｒｅｔｚＨＴ，ＪａｎｇＩ

Ｋ，ＳｃｈｌｅｎｄｏｒｆＫＨ，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ｃｏｎ

ｔｅｎｔｉｎ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ｔｉｃｐｌａｑｕｅｓ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１０７：１１３１１９．



书书书

　　 　

　　 　 　　　 　 　　　 　

第６期．张丽伟，等．血管内光学相干成像技术检测易损斑块研究进展 ·６６７　　 ·

［２９］ＵｅｍｕｒａＳ，ＩｓｈｉｇａｍｉＫ，ＳｏｅｄａＴ，ＯｋａｙａｍａＳ，ＳｕｎｇＪＨ，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Ｈ，ｅｔａｌ．Ｔｈｉｎｃａｐｆｉｂｒｏａｔｈｅｒｏｍａａｎｄｍｉｃｒｏ

ｃｈａｎｎｅ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ｅｗｉｔｈ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ｍａ

ｔｏｕｓｐｌａｑｕｅｓ［Ｊ］．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２０１２，３３：７８８５．

［３０］ＦｌｅｉｎｅｒＭ，ＫｕｍｍｅｒＭ，ＭｉｒｌａｃｈｅｒＭ，ＳａｕｔｅｒＧ，Ｃａｔｈｏ

ｍａｓＧ，ＫｒａｐｆＲ，ｅｔ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ｎｅ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ｌａｔｅｓｉｇｎｓ

ｏｆ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４，

１１０：２８４３２８５０．

［３１］ＫｏｌｏｄｇｉｅＦＤ，ＧｏｌｄＨＫ，ＢｕｒｋｅＡＰ，ＦｏｗｌｅｒＤＲ，Ｋｒｕｔｈ

ＨＳ，ＷｅｂｅｒＤＫ，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ｐｌａｑｕｅ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ａｎｄ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ｔｈｅｒｏｍａ［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２００３，

３４９：２３１６２３２５．

［３２］ＰａｓｔｅｒｋａｍｐＧ，ＳｃｈｏｎｅｖｅｌｄＡＨ，ｖａｎｄｅｒＷａｌＡＣ，Ｈａｕ

ｄｅｎｓｃｈｉｌｄＣＣ，ＣｌａｒｉｊｓＲＪ，ＢｅｃｋｅｒＡＥ，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ｙｔｏｌｕｍｉｎａｌ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ｆｏｒｐｌａｑｕｅ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ｐａｒａ

ｄｏｘ［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１９９８，３２：６５５６６２．

［３３］ＲａｆｆｅｌＯＣ，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ＦＭ，ＴｅａｒｎｅｙＧＪ，ＣｈｉａＳ，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Ｄ

Ｄ，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ｓｅｖＥ，ｅｔａｌ．犐狀狏犻狏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ｐｌａｑｕｅ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Ｊ］．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２００８，２９：１７２１１７２８．

［３４］ＫｉｔａｂａｔａＨ，ＴａｎａｋａＡ，ＫｕｂｏＴ，ＴａｋａｒａｄａＳ，Ｋａｓｈｉｗａｇｉ

Ｍ，ＴｕｓｊｉｏｋａＨ，ｅ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ｏ

ｐｌａｑｕｅ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Ａｍ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０，１０５：１６７３１６７８．

［３５］ＫｕｂｏＴ，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Ｎ，ＭａｔｓｕｏＹ，ＯｋｕｍｏｔｏＹ，ＷｕＸ，

ＣｈｏｉＳＹ，ｅｔａｌ．Ｖｉｒ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ｎｃａｐｆｉｂｒｏａｔｈｅｒｏｍａ［Ｊ］．ＩｎｔＨｅａｒｔＪ，

２０１１，５２：１７５１７９．

［３６］ ＭｉｚｕｋｏｓｈｉＭ，ＩｍａｎｉｓｈｉＴ，Ｔａｎａｋａ Ａ，ＫｕｂｏＴ，ＬｉｕＹ，

ＴａｋａｒａｄａＳ，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ｌａｑｕｅｍｏｒｐｈｏｌ

ｏｇ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ａｎｇｉｎａｐｅｃｔｏｒｉｓ［Ｊ］．Ａｍ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０，１０６：３２３３２８．

［３７］ＬｉｕＹ，ＳｈｉｍａｍｕｒａＫ，ＫｕｂｏＴ，ＴａｎａｋａＡ，ＫｉｔａｂａｔａＨ，Ｉｎｏ

Ｙ，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ｈｕｍａｎ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ｏｐ

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Ｊ］．Ｉｎｔ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４，３０：２７１２７７．

［３８］ＪｉａＨ，ＡｂｔａｈｉａｎＦ，ＡｇｕｉｒｒｅＡＤ，ＬｅｅＳ，ＣｈｉａＳ，Ｌｏｗｅ

Ｈ，ｅｔａｌ．犐狀狏犻狏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ｌａｑｕｅ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ｌｃｉ

ｆｉｅｄｎｏｄｕｌ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ｂｙ

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ＪＡｍ

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３，６２：１７４８１７５８．

［３９］ＫａｔｏＫ，ＹｏｎｅｔｓｕＴ，ＫｉｍＳＪ，ＸｉｎｇＬ，ＬｅｅＨ，ＭｃＮｕｌｔｙ

Ｉ，ｅｔａｌ．Ｎｏｎｃｕｌｐｒｉｔｐｌａｑｕ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ｃｏｒｏ

ｎ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ｎｏｎａｃｕｔ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ａ

３ｖｅｓｓｅｌ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ｔｕｄｙ［Ｊ］．Ｃｉｒｃ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２，５：４３３４４０．

［４０］ＫｕｍｅＴ，ＡｋａｓａｋａＴ，ＫａｗａｍｏｔｏＴ，ＯｇａｓａｗａｒａＹ，Ｗａ

ｔａｎａｂｅＮ，ＴｏｙｏｔａＥ，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

ｒｉａｌｔｈｒｏｍｂｕｓ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Ａｍ

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６，９７：１７１３１７１７．

［４１］ＰｏｒｔｏＩ，ＤｉＶｉｔｏＬ，ＢｕｒｚｏｔｔａＦ，ＮｉｃｃｏｌｉＧ，ＴｒａｎｉＣ，Ｌｅｏｎｅ

ＡＭ，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ｅｒｉ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ＴｙｐｅⅣａ）ｍｙ

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ａｓ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ｏｐ

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Ｃｉｒ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Ｉｎｔｅｒｖ，

２０１２，５：８９９６．

［４２］ＹｏｎｅｔｓｕＴ，ＫａｋｕｔａＴ，ＬｅｅＴ，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Ｋ，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Ｇ，ＩｅｓａｋａＹ，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ｌａｑｕ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ｎｃｒｅａ

ｔ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ＭＢ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ｅｎｔ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１，１４６：８０８５．

［４３］ＬｅｅＴ，ＫａｋｕｔａＴ，ＹｏｎｅｔｓｕＴ，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Ｋ，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Ｇ，ＩｅｓａｋａＹ，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ｈｏ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ｄｐｌａｑｕｅ

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ｐｏｓ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ｃｒｅａｔ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ｂａｎｄ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ｅ

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ｅｎｔ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ＡＣ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Ｉｎｔｅｒｖ，

２０１１，４：４８３４９１．

［４４］ＬｅｅＴ，ＹｏｎｅｔｓｕＴ，ＫｏｕｒａＫ，ＨｉｓｈｉｋａｒｉＫ，ＭｕｒａｉＴ，Ｉｗａｉ

Ｔ，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ｐｌａｑｕ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ｎｃａｒｄｉａｃｔｒｏｐｏｎｉｎｅｌ

ｅ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ｅｎｔ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

Ｃｉｒ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Ｉｎｔｅｒｖ，２０１１，４：３７８３８６．

［４５］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Ｎ，ＴａｋａｎｏＭ，ＨａｔａＮ，ＫｕｍｅＮ，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Ｍ，ＹｏｋｏｙａｍａＳ，ｅｔａｌ．ＳｏｌｕｂｌｅｌｅｃｔｉｎｌｉｋｅｏｘｉｄｉｚｅｄＬＤＬ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Ｓｌｏｘ１）ａｓａ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ｍａｒｋｅｒｆｏｒ

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ｉｎｃａｐｆｉｂｒｏａｔｈｅｒｏｍａ：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ＩｎｔＪ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１３，１６８：

３２１７３２２３．

［４６］ＴａｋａｒａｄａＳ，ＩｍａｎｉｓｈｉＴ，ＩｓｈｉｂａｓｈｉＫ，ＴａｎｉｍｏｔｏＴ，

ＫｏｍｕｋａｉＫ，Ｉｎｏ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ｉｐｉｄ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ｏ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ｌｉｐｉｄ

ｒｉｃｈｐｌａｑｕ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ｎｏｎＳＴｓｅｇｍｅｎｔ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ａｃｕｔ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ｔｕｄｙｂｙ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ｏ

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Ｊ］．

ＪＡＣＣ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Ｉｎｔｅｒｖ，２０１０，３：７６６７７２．

［４７］ＭｉｙａｕｃｈｉＫ，ＤａｉｄａＨ，ＭｏｒｉｍｏｔｏＴ，ＨｉｒｏＴ，ＫｉｍｕｒａＴ，

ＮａｋａｇａｗａＹ，ｅｔａｌ．Ｒｅｖｅｒｓｅｖｅｓｓｅｌ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ｂｕｔｎｏｔ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ｐｌａｑｕ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ｆｕｔｕｒｅｃａｒｄｉ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ＡＣ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ＪＡＰＡＮＡＣＳｓｔｕｄｙ［Ｊ］．ＣｉｒｃＪ，

２０１２，７６：８２５８３２．

［本文编辑］　 贾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