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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不同临床分期原发性肝癌患者的舌下络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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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原发性肝癌患者的舌下络脉特征。 

方法：应用舌诊综合信息分析系统对不同临床分期的原发性肝癌患者舌下络脉的形态、颜

色及舌图像分析模块的红绿蓝值进行定量分析。  

结果：舌下络脉脉形宽粗迂曲、颜色青紫或紫黑,且随病情演变而加重；临床Ⅲ期的原发性

肝癌患者舌下络脉的异常程度较Ⅰ期和Ⅱ期高(P<0.05)。 

结论：不同临床分期的原发性肝癌患者舌下络脉的形态、颜色及异常程度均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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