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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脉搏波潮波定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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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心动脉压的临床医学意义虽大于传统肱动脉和桡动脉血压，但其推算方法一直以来受基于有创伤数据的 

通用转换函数 (General Transform Function，G T F )的建立和挽动脉脉搏波中隐蔽潮波位置的确定的约束。提出利用 

公开的有创伤中心动脉数据（麻省理工学院医学院的 M IM IC重症监护数据 ， M IT MIMIC)，通过傅里叶变换获得 

G T F，根据中心动脉收缩压数值，结合小波变换，反推脉搏波的隐蔽型潮波位置。研究发现，桡动脉脉搏波经小波 

sym 4和 haar变换后，其各自第 3 阶差值波的最大值后的第6 个过零点为隐蔽型潮波位置。实验结果表明，利用所提 

方法获得隐蔽型潮波位置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1.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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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central arterial pressure is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brachial artery and ra

dial artery blood pressure,its estimation method is boun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G TF (General Transform Function) 

and the tidal wave position determination of radial artery wave. In this paper, G TF was obtained by Fourier transform 

on published traumatic central arterial data (M IT MIMIC, MIMIC Database(minicdb)) ,and according to the central ar

terial systolic pressure value,combining with wavelet transform on radial artery wave, tidal wave position was calcula

ted. It is found that the sixth zero crossing of the radial wave pulse wave after the sym4 and haar transformations on the 

radial pulse wave is the concealed tidal wave position after the maximum value of the third order difference wav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uracy of the concealed tidal wave position recognition is up to 91. 11%. 

Keywords Tidal wave，MIMIC，G T F ， Central arterial pressure， Pulse wave

长期以来，医生和被测者都通过肱动脉压测量血压，将其 

作为医学检测指标，并利用收缩压(高压)和舒张压(低压)呈 

现，用于临床治疗。而实际上，最具临床意义的血压是血被心 

脏泵出时对大动脉（中心动脉）的压力值，即中心动脉压。 一  

些大型研究指出：中心动脉压与肱动脉压存在差异。如 a s 

c o t - c a f e  研究强调 中心动脉压具有重要 的病理生理意 

义[1]，并具有独立且更强的心血管疾病及相关并发症的预测 

价值。而中心动脉压的测量只有通过有创方法，即通过将心 

导管插入大动脉，利用漂浮法测量[2]。这限制了中心动脉压 

的临床应用，大多数情况下认为中心动脉压与肱动脉压一 

致[3]。近期研究表明中心动脉压也可以通过无创方法间接估

测获得，此方法即为间接测量法[46](c a b p )，它通过颈动脉 

和桡动脉的平面脉搏波分析或颈动脉的扩张波分析等无创方 

法得到中心动脉压，包括:1)替代法，用颈动脉压力波近似替 

代升主动脉压力波，但无法用血压计直接测量;2)目测法，通 

过目测桡动脉压力波的迟发收缩期波形的改变来分析升主动 

脉压，属于半定量方式;3)合成法，由桡动脉压力波合成升主 

动脉压，即利用动脉脉搏波分析仪，通过触压式压力探头无创 

记录桡动脉脉搏波，经计算机处理转换为中心动脉脉搏 

波[714]，可以准确地了解C A B P 的变化，其转换函数[1517]的可 

靠性已被许多研究证实，这种方法与直接测压相比相关性更 

好，有可能成为临床最方便、实用的方法。通过脉搏波来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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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动脉压的第一步是准确识别潮波[18]，脉搏波潮波是由于 

主动脉根部的初始波向外周传播时，受到外周因素的影响而 

产生反折波的多次叠加所致。潮波出现的时间及幅值主要与 

动脉管壁张力、弹性和外周阻力等因素有关，随着年龄的增 

长，血管壁弹性和外周阻力的变化导致潮波不明显，然而目前 

只能准确识别明显潮波，对于不明显潮波的识别还没有明确 

的方法。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小波变换[19_21]的潮波识别方 

法，它不仅能准确识别明显潮波(见图1(a))，也能准确识别 

隐蔽性潮波(见图1(b))。

0 50 100 150 0 50 100 150
采样点 采样点

(a)明显潮波的脉搏波 （b)隐蔽型潮波的脉搏波

图1 脉搏波波形图

1 隐蔽脉搏波潮波定位策略

由统计实验可知，中心动脉压推算和脉搏波潮波位置有 

强关联性，如果已知脉搏波潮波，就可以计算出中心动脉压的 

高压。为了确定隐蔽型潮波的位置，利用推算中心动脉压的 

算法和已知的M IT医学数据库中的MIMIC数据库中的中心 

动脉脉搏波波形、桡动脉脉搏波波形、中心动脉压准确值，反 

推隐蔽型潮波的位置。

2 中心动脉压的计算过程

2 . 1 傅里叶变换与传递函数

传统的传递函数G G )描述的是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 

在输入作用〃G )给定后，系统的输出响应：yG )可直接由G G ) 

t/G )运用傅里叶反变换方法来确定。

2 . 2 计算通用传递函数GTF
设在位置A 和位置B 的脉搏波的传递函数定义为： 

H (A-B)= Pb (c〇)/Pa(c〇) (1)

其中， U )，P a U )是在位置A 和位置B 的压力波的频域表 

示，例如：

PA(c〇)=MA(c〇)e ĵ  (2)

PB(co) = MB(co)e ĵ (3)

在本研究中，位置 A 代表中心动脉压力波，位置 B 代表

脉搏波，co代表角频率，M A U )和 M B U )是模，办 U )和办(co)

是波的相位，式(1)也可以扩展成:

rr _ MB(c〇)e ĵ
CA~B)~ M A(c〇) e j^ Cw)

(4)

其中， (CO) = M b  ( C 0 ) / M a  (CO)是传递函数的検，0A-B (CO)=  

办(CO)/办U )是传递函数的相位。经过积分减去 h 确定相 

位的值，以使相位落在适当的象限。在平均这些采样点的幅 

值和频率之后，便得到了该组的平均传递函数的幅值和频率。 

单个的传递函数被合并成一个组的通用传递函数。为了得到 

中心动脉压高值，脉搏波首先通过离散傅里叶变换转化到频 

域，以提取其幅值和频率。为了能从脉搏波中得到一个中心

首先，通过已知的MIMIC数据库中病例的桡动脉脉搏 

波和中心动脉脉搏波波形，建立它们之间推算的通用传递函 

数 (G enera l T ra n s fo rm  F u n c tio n，G T F )。然后，为准确定位烧 

动脉脉搏波的潮波，通过对明显脉搏波潮波的定位研究发现， 

利用 sym4 小波基的第三层分解系数和h a a r小波基的第三层 

分解系数进行差值计算，得到波形D r后，潮波位置在D r中最 

大峰值点后第3〜10个峰值点之间徘徊，其中涉及7 个潮波 

候选点。用同样方法处理M IM IC中的桡动脉脉搏波后，也 

得到 7个候选点。然后计算7 个点所对应的中心动脉压数 

值，与 MIMIC中的标准值对比，最终确定第6 个侯选点为潮 

波位置。具体策略图如图2 所示。

是
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 推测出中心动脉压高值为第左点，如图8所示

图2 隐蔽潮波定位策略图

动脉压，将脉搏波的幅值和频率与平均传递函数的幅值和频 

率进行计算，得到中心动脉压的幅值和频率。复杂的结果值 

又通过傅里叶逆变换转化到时域。

2 . 3 中心动脉压推算过程

若要根据潮波处的血压值推算中心动脉压，则首先需根 

据 M IM IC 数据库测量的已有的脉搏波和中心动脉波训练传 

递函数G T F ，然后任意脉搏波波形通过传递函数就能推算得 

到中心动脉波波形，从而确定相对幅值 I 。由脉搏波潮波位 

置和中心动脉压推算的强相关性如式(5)所示：

c_SBP=b_SBP/Y b • Yc (5)

其中，K 是潮波点相对幅值，I 是中心动脉压力波相对幅值， 

屹 是 潮 波 处 的 血 压 值 ， 是中心动脉压高值。

只有获得潮波血压值、潮波处的相对幅值以及中心动脉 

波峰值处的幅值才可以计算中心动脉压高值，而潮波点相对 

幅值可以通过测量得到，中心动脉波峰处的相对幅值可以从 

推测得到的中心动脉脉搏波处测量得到。上臂收缩压和舒张 

压也可以通过测量得到。因此，只需要知道潮波处血压值屹 

S B P2 的计算公式：

b_SB P 2= b_D B P + A IX (b_S B P —b_DBP) (6)

其中，屹S B P 和 屹 是 上 臂 收 缩 压 和 舒 张 压 。

反射波增强指数A f(A ugm enta tion Index)的公式计算如下：

(7)

其中，巧和朽是脉搏波潮波和最高峰相对幅值，如 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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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桡动脉脉搏波

3 基于小波变换的候选潮波定位

小波变换是一种时频分析方法，继承了傅里叶变换的局 

部化思想，同时弥补了傅里叶变换不能时频定位的缺点，因具 

有多分辨分析功能而被誉为数学显微镜。本文采用不同的小 

波基在不同分解系数上的差值来识别脉搏波潮波。常用 haar 

小波基和d b N 小波基对信号进行处理，而 S y m le t小波函数是 

近似对称的小波函数，它是对 d b N 函数的一种改进。 S ym let 

小波系通常表示为sym N (iV = 2 , 3 ,…，8)。s y m N 小波的支 

撑范围为2iV  — 1，消失矩为 iV ，同时也具备较好的正则性。 

该小波在连续性、支集长度、滤波器长度等方面与 d b N 小波 

一致，但 s y m N 小波具有更好的对称性，即一定程度上能够减 

少对信号进行分析和重构时的相位失真。H a a r小波是目前 

唯一一个既具有对称性又是有限支撑的正交小波，综合其优 

点和有效性，最终采用这两种小波来分析脉搏波。

图 4 中 S 是原始波形，必 是 h a a r小波的第三层分解系 

数，必1是 sym4 小波的第三层分解系数，D r是两种小波系数 

的差值。

采 样 点

图 4 小波分解及差值波形

4 实验设计

准点在内的一共80个采样点的集群较为合理。实验证明，通 

过此截取方案切割后提取的采样点集群包含大量心血管、血 

压的相关信息。

4. 2. 2 实验结果

图 5 分别给出了 sym4 和 h a a r小波分解的第三层、第四 

层和第五层的差值识别的数据库中样本的潮波点。从图 6 中 

可以看出，第三层差值和第四层差值识别的准确率很接近，第 

五层识别的准确率较低，第六层以后则出现过拟合而无法正 

常识别，因此综合考虑效率和准确率，最终选择第三层分解的 

差值来识别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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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1 实验数据

本实验采用M IM IC 数据库的数据和实验室自采数据 

集。对数据库的数据进行筛选，找出同时具有同一时间测量 

的脉搏波和中心动脉波的数据，经筛选有30人符合要求，对 

每人进行采样的时间为1 小时;对实验室自采数据进行整理 

分类，分成脉搏波潮波明显和不明显两种情况进行实验。

4.2 实验 

4. 2.1 预处理

M IM IC 数据的采样频率是125H z，经过多次实验，截取 

的采样点数量范围在40〜80之间。综合考虑，在基准点之前 

截取 30个采样点、在基准点之后截取50个采样点且包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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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MIMIC桡动脉脉搏波经小波变换的处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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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潮波识别准确率对比

用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准确定位明显潮波，对不明显潮 

波可以定位到第3 —10点(经大量实验发现第3 个点以前的 

点超过主波波峰，第 10个点以后的点超过重搏波前面的波 

谷），如图7所示。实验证明这7个点推测得到的中心动脉压 

高值差别很大，只有一个点的推测值最接近实测值，其中出现 

次数最多的是第6 点，如图8所示。潮波定位越准确，推测得 

到的血压值越接近实测值。

原 始 脉 搏 波 信 号

_ 厂V  
1 、

K ■〜一..

0 50 100 150

sym 4-dbl

'  J  ----- -— -----

100 150

图 7 候选潮波位置

第 几 波 朝 波 点

图 8 正确推测中心动脉压的候选潮波位置

实验的准确率如表1 所列，传统的手动标注法和张巡的 

方法[2]计算小波变换的细节信号的不同阶系数值，然后把该 

数值加到某一阶识别特征点c 的系数上，以识别特征点e。黄 

庆军[11]采用 sym4 小波第五层和第四层分解系数的差值识别 

潮波。以上方法识别出的M IM IC 数据库中的不明显潮波推 

测得到的中心动脉压值的准确率较低。而本文方法识别明显 

潮波的准确率达到97. 5 % ;对于不明显潮波根据推测得到的 

中心动脉压值可知准确率为91. 1 1 % ，这也明显高于其他 

方法。

表 1 特征点识别准确率

特征点类型
脉搏波

个数

正确识别 

潮波个数

潮波识别 

准确率/%

明显潮波 本文识别方法 80 78 97. 50

传统识别方法 180 16 8.88

张巡改进识别方法[22] 180 78 42.22

黄庆军方法[11] 180 133 73.88
本文识别方法 180 164 91. 11

4 . 3 讨论

首先，本文提出的识别潮波的方法可以将潮波位置锁定 

在一定的范围;其次，通过比较潮波推测的血压值和数据库记 

录的血压值可以准确定位一个潮波点，而且在后期的研究中 

可以和上臂收缩压进行比较来确定潮波的具体位置，因为不 

同的潮波点推测得到的血压值差距很大，但是上臂收缩压和 

中心动脉压的血压值的差值与潮波点推测得到的血压值之间 

的差值相比很小，所以在没有中心动脉压高值的情况下可以 

参照上臂收缩压进行确定。

结束语由统计实验可知，中心动脉压推算与脉搏波潮 

波位置有强关联性，已知脉搏波潮波就可以计算出中心动脉 

压的高压。为了确定隐蔽型潮波的位置，利用推算中心动脉 

压的算法，并结合已知的M IT 医学数据库中的M IM IC 数据 

库中的中心动脉脉搏波波形、桡动脉脉搏波波形、中心动脉压 

准确值，反推隐蔽型潮波的位置。实验结果显示该方法能较 

为准确地识别隐蔽性潮波，从而达到推算中心动脉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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