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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djacent pulse wave velocities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Methods: 
Body mass index and pulse velocity difference were measured in 60 patients. 
Results: The difference of pulse wave velocity between adjacent two times in 
patients with BMI < 24 was less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BMI ≥ 24, the dif-
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 Pulse velocity difference is 
related to body mass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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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个体内部脉搏波传导速度(PWV)之间的差异可能具有临床意义[1]，针对

这一假说，有一项研究开展了间接的带有主观性的初步验证，表明脉速差(相
邻两次脉搏波传导速度之间的差异，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djacent 
pulse wave velocities，简称脉速差，daPWV)与痛经疼痛程度正相关，该差异

具有临床意义[2]。脉速差这个指标由本文作者发现并首次提出。在仪器生产

方香港生物医药控股有限公司的支持下，世界上首台可以测量脉速差的脉搏

波传导速度检测仪迅速应用到了临床。基于这台仪器，本文开展了脉速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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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指数(BMI)的相关性研究。 

2. 临床研究资料 

2.1. 一般资料 

2016.2~2018.4 月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门诊患者 60 例，年龄 23~82 岁，

疾病背景未调查。非超重组 31 例，男性 5 例，女性 26 例；超重组 29 例，男

性 9 例，女性 20 例。非超重组年龄 59 ± 12.65 岁，超重组年龄 57.62 ± 14.04
岁。两组性别、年龄经统计学检验无差异。 

2.2. 体重指数标准 

依据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数据汇总分析协作组的研究成果[3]，以 BMI < 
24 为非超重，BMI ≥ 24 为超重。本研究以此将患者分为超重组和非超重组。 

3. 方法 

3.1. 脉速差的数值的获得方法 

现有的脉搏波传导速度测定仪一般是对一个节段的动脉连续测量一定时

间获得若干个脉搏波传导速度，取其平均值，在结果输出方面只显示了平均

值，用这个平均值来评价动脉硬化等疾病，而每个脉搏波传导速度的原始数

值则隐藏在软件的数据库中。只要将软件进行相应的修改，基于仪器获得每

个脉搏波传导速度的原始值，比较相邻两次脉搏波传导速度之间的差异(脉速

差)，取这些差异的平均值和最大值，来进行临床研究。 

3.2. 检测方法 

采用脉搏波检测仪(AS-2000，香港医药生物控股有限公司生产)，患者安

静休息 5 分钟后平躺在检查床上，将传感器固定在颈动脉、双手桡动脉、双

足背动脉、右腿股动脉搏动处，仪器自动进行检测。同时将患者身高、体重

输入仪器，自动获得 BMI 数值。 

3.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描述，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4. 结果 

两组患者主动脉脉速差的最大值、平均值比较，超重组大于非超重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两组患者左上肢脉速差的最大值、平均值比较，超重组大于非超重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两组患者右上肢脉速差的最大值、平均值比较，超重组大于非超重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3。 
两组患者左下肢脉速差的最大值、平均值比较，超重组和非超重组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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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见表 4。 
两组患者右下肢脉速差的最大值、平均值比较，超重组和非超重组无差

异。见表 5。 
 

表 1. 两组患者主动脉脉速差的最大值、平均值比较( X s± ) (单位：m/s) 

组别 n 最大值 平均值 T P 

非超重组 31 0.78 ± 0.68* 0.30 ± 0.23* −3.28 0.002 

超重组 29 1.64 ± 1.27 0.67 ± 0.53 −3.48 0.001 

注：两组相比，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2. 两组患者左上肢脉速差的最大值、平均值比较( X s± ) (单位：m/s) 

组别 n 最大值 平均值 T P 

非超重组 31 1.51 ± 1.49* 0.57 ± 0.50* −2.43 0.018 

超重组 29 2.68 ± 2.20 1.08 ± 0.91 −2.71 0.009 

注：两组相比，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3. 两组患者右上肢脉速差的最大值、平均值比较( X s± ) (单位：m/s) 

组别 n 最大值 平均值 T P 

非超重组 31 1.43 ± 1.57* 0.53 ± 0.52* −2.14 0.019 

超重组 29 2.60 ± 2.14 1.03 ± 0.84 −2.80 0.007 

注：两组相比，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4. 两组患者左下肢脉速差的最大值、平均值比较( X s± ) (单位：m/s) 

组别 n 最大值 平均值 T P 

非超重组 31 0.74 ± 0.59* 0.32 ± 0.30* −0.25 0.80 

超重组 29 0.77 ± 0.47 0.34 ± 0.25 −0.24 0.80 

注：两组相比，P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5. 两组患者右下肢脉速差的最大值、平均值比较( X s± ) (单位：m/s) 

组别 n 最大值 平均值 T P 

非超重组 31 0.75 ± 0.58* 0.31 ± 0.25* −0.32 0.75 

超重组 29 0.79 ± 0.37 0.34 ± 0.14 −0.48 0.64 

注：两组相比，P > 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 结论 

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主动脉、左上肢动脉、右上肢动脉三条动脉脉速

差的最大值、平均值均与体重指数相关，以 24 为界，BMI 指数小于 24 的非

超重组，脉速差小于超重组，超重和肥胖是导致相邻两次脉搏波传导速度产

生差异的一个因素。由于超重和肥胖对健康是一种危害因素，因此脉速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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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指标是人体的一种病态信号，需要加以识别和调控。本次研究样本量小，

疾病背景也未考虑，结论可能具有局限性。希望国内医学研究人员和仪器生

产厂家进一步努力，尽快将脉速差这个指标进行规范化研究，向世界推广这

一成果，更好地为临床和患者服务。 
本次研究同样也为一种涩脉客观诊断标准提供了客观支持。这种涩脉客

观诊断标准[4] [5] [6]是：在心律律齐的情况下，前后(相邻)两次脉搏波传导

速度有差异(即脉速差大于零)的脉是涩脉，前后(相邻)两次脉的搏动位置有差

异的脉是涩脉，差异越大，代表涩的程度越大。本次研究发现，超重、肥胖

的人群脉速差比非超重的人要大，表明超重、肥胖的人群容易产生涩脉，并

且涩的程度比非超重者大。这和中医传统理论所论述的涩脉认识相符合。传

统理论认为，肥人多痰，痰凝血瘀，容易导致涩脉。因此，本次研究表明，

文献[4] [5] [6]所提到的涩脉客观诊断标准与传统理论的涩脉相符。本次研究

发现上肢的脉速差与体重指数相关，下肢的脉速差与体重指数无相关，与古

人主要在上肢桡动脉搏动部位寸口进行脉诊的诊疗习惯具有一致性。 
目前只是孤立地研究某一节段动脉的脉搏波传导速度的平均值，没有去

关注这一节段动脉各个脉搏波传导速度之间的差异。在一些患者身上，可以

检测到某一节段动脉的脉搏波传导速度存在快慢不一的现象，所以需要连续

检测多个脉搏波传导速度，取平均值来评估动脉硬化程度。而脉搏波传导速

度这种快慢不一的现象，是身体的健康状态和病理状态的反应，因此有必要

研究脉搏波传导速度这种快慢不一的现象。脉速差是指相邻两次脉搏波传导

速度之间的差异，是研究这种快慢不一现象的一个指标。 
脉速差作为一个客观可以测量的指标，在现代医学领域有可能成为评价

疼痛程度、心血管危险程度等的指标。同时在中医领域，脉速差是反应脉搏

流利度的一个客观指标，脉搏的流利度是涩脉的特征[7]，因此其有可能是中

医涩脉的客观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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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脉速差与体重指数的相关性研究 

摘要：目的：调查脉速差与体重指数(BMI)的相关性。方法：对 60 例患者进

行体重指数和脉速差的检测。结果：BMI < 24 的患者相邻两次脉搏波传导速

度的差异值小于 BMI ≥ 24 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脉速差与体

重指数相关。 

关键词：脉速差，相邻两次脉搏波传导速度之间的差异，daPWV，体重指数，

BMI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8290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djacent Pulse Wave Velocities and Body Mass Index
	Abstract
	Subject Areas
	Keywords
	1. 引言
	2. 临床研究资料
	2.1. 一般资料
	2.2. 体重指数标准

	3. 方法
	3.1. 脉速差的数值的获得方法
	3.2. 检测方法
	3.3. 统计学方法

	4. 结果
	5. 结论
	基金项目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ferences
	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