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位, 设计内固定装置安放位置和方向, 为制定手术计划提供

有价值的信息。

总之, 三维成像能形象描述骨折处受累的情况, 对临床提

供的帮助大、对复位整形更有把握,尤其评价髁状突颈部骨折

的类型、移位、确定手术方案以及手术前后效果的评价方面更

具明显优势,起重要作用。但三维 CT 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阈值

的选择不当 , /假孔0现象出现, 表面光滑处理和容积平均效应

的影响,细小骨折, 轻微的移位显示不清。因此认为, CT 平扫

及多平面重建与三维成像相结合,才能对颌面骨骨折作出准确

的判断,为手术治疗提供客观依据。

( 1999-07-02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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颌面部直接矢状位 CT 扫描方法

张照喜  杜东屏  陈军  安连峰  陈宪

  颌面部直接矢状位 CT 扫描(简称矢扫) , 能清楚显示颌面

部有关矢状面上的解剖结构, 弥补了轴位 CT 扫描(简称轴扫 )

及冠状位 CT 扫描(简称冠扫)的不足[ 1, 2]。根据诊断要求作者

对蝶鞍区、鼻腔、鼻窦、眼眶、口腔等处病变的常规 CT 扫描上仍

不能明确诊断的患者,加作直接矢扫, 获得了满意的效果, 现将

其方法介绍如下。

材料及设备  荷兰 Philips Tomoscan 350 型全身 CT 扫描

机,直接矢扫附件及副检查床; 多幅照相机摄片。

方法  CT 扫描机架向主检查床侧倾斜 20b, 放下垂直于副

检查床的金属板开关, 将附加床垫置于机架和副检查床间, 患

者俯卧其上;楔形垫置于机架与胸部之间以调整体位; 将主检

查床升至高位并在其床头安装直接矢扫附件, 颈部伸展 , 根据

要求头部向左或右侧置于专用头托内; 受检侧上肢向后伸直靠

近身体,对侧上肢则抓住楔形垫, 双侧下肢伸直蹬住副检查床

挡板(图 1)。

层厚 3~ 6mm, 层距 3~ 6mm。扫描切层尽量与头部的正

中矢状面平行,以减少矢状面上解剖结构的失真度; 在设备允

许的条件下其扫描参数尽可能使用高毫安秒, 以增加切层的光

子量, 改善图像质量; 图像重建, 视检查目的不同, 可分别采用

软组织和骨算法,并分别摄片。必要时, 行对侧矢扫。

讨论  颌面部的 CT 扫描多用轴扫,必要时加用冠扫[ 3] , 直

接矢扫应用很少是因为大多数 CT 机不具备此功能装置。矢扫

对矢状面上的解剖结构显示清楚, 增强了立体感, 为兴趣区解

剖及病变的准确定位、定性诊断提供了更有力的依据。据资料

显示[ 1, 2] , 矢扫对确定鼻窦、鼻腔、蝶鞍区、颅后凹、眼眶、硬腭、

软腭、口底等部位肿瘤的显示及侵犯程度具有一定的优势(图

2)。由于 CT 机架孔径和颈部伸展程度等客观条件的限制, 直

接矢扫并不适用于全身各部位,仅限于头部及上颈部。

直接矢扫克服了多平面图像重建( MPR )中部分容积效应

和伪影带来的图像质量差、信息丢失多及后处理操作繁琐的缺

点,很好地保证了诊断的要求。

 图 1 直接矢状位 CT 扫描患者体位。

 图 2  左筛窦癌:直接矢状位 CT 显示筛窦癌突破上颌窦

顶壁侵入上颌窦, 横断 CT 不易显示。

  直接矢扫作为常规 CT 扫描的一种重要的补充检查手段,

因其摆位较为困难 ,还存在着准矢状面、患者体位不适及受检

侧肩部易置于扫描区域而影响图像质量等缺点, 在实际工作中

我们通过基线、体位调整和采用快速扫描的方法加以克服。当

然, 颌面部病变的影像学诊断, MRI 在图像的多轴位显示上与

CT 相比更具有优越性[ 4] , 但在无 MRI 检查装置的医院, 直接

矢扫仍不失为一种有效可行的方法。

年老、体弱、体胖和颈部较短的患者, 不宜作为直接矢扫的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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