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纵隔肿瘤 11例, 病变在正侧位胸片上与肺段定位不相符者 9

例,依据肺段解剖定位方法均正确诊断, 11 例中, 依据其它综合

方法也均正确诊断。

后纵隔肿瘤 3 例, 病变在胸正、侧位胸片上与肺段解剖定

位不相符者 2例, 依据肺段解剖定位方法均正确诊断。3 例中,

根据其它综合方法正确诊断 2 例, 其误诊 1 例为肺尖区上纵隔

肿瘤,误认为肺内病变。

讨 论

在正常胸片上,各肺叶、肺段都有一固定位置[ 2] , 肺内病变

可根据其在正侧位胸片上的位置来判断是哪叶、哪段的病变,

提供定位诊断,并对定性诊断提供参考, 而纵隔内的病变, 由于

病变位于纵隔内、不占据肺叶肺段的位置, 故一般可用排除法

排除肺内病变。若纵隔内病变向肺内浸润、突出生长者 , 则可

占据肺段位置,而误认为肺内病变或不易区分是否为纵隔内或

肺内病变,本组 7 例前纵隔肿瘤病例中, 5 例不能用肺内哪段哪

叶病变来解释, 11 例中纵隔病变中, 9 例不能用肺内哪段、哪叶

病变来解释, 故诊断为纵隔病变, 3 例后纵隔病变中, 2 例不能用

肺内哪段哪叶病变解释, 均诊断为纵隔病变, 并经手术病理证

实。21例病例中有 16 例符合肺段解剖定位条件均正确诊断。

有 5例占据了肺叶、肺段位置, 无法用肺段定位方法诊断。21

例中,用传统鉴别诊断方法误诊 2 例。如能用肺段定位方法分

析可减少 1例误诊。故依据肺段解剖定位方法来判断纵隔病

变有一定价值, 如能据此作出诊断, 可减少病人检查项目,缩短

检查时间, 节约检查费用及早作出诊断, 若难以判断, 则综合传

统鉴别诊断方法并可进一步做其它检查来确定病变位置及性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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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延长 CT 球管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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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球管是 CT 机中重要部件,正确合理的使用可达到满意的

扫描效果,并可延长球管使用寿命, 为医院的经济效益带来很大

影响。我们通过对本院 CT 扫描机的使用体会, 着重针对延长 CT

球管使用寿命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摸索,取得了一定效果。

1. 预热(扫描程序)  预热扫描是 CT 机停机超过 3h 以上

所必须进行的程序扫描,其目的是保证机器能执行正常的扫描

工作,延长球管使用寿命, 并保证良好的图像。

2. 正确选定扫描条件  根据检查要求不同适当选择既适

合病人体型、部位的扫描条件, 又可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基础上

采用宜低不宜高的曝光条件,最大限度的保护球管。

3. 适当使用程序扫描  程序扫描方式是 CT 机已设置的扫

描条件,其优越性是可按既定要求选择程序, 自动扫描,达到完

美的检查目的;不足的是球管曝光的间歇时间缩短, 散热减少,

负荷积累,缩短球管的使用寿命, 故适当的选用程序扫描可有

效的保护球管。

4. 杜绝/曝光中止0  当球管准备就绪待曝光时, 其旋转阳极

已加速到10000 转/ min 的高速,灯丝也加热到曝光所需的温度,若

不及时曝光而采用/曝光中止0 ,会造成球管的空耗,造成浪费。

5. 合理安排病人  根据病人扫描要求不同, 可将费时扫描

和短时扫描的病人、将常规扫描和高精度扫描的病人、将增强

和不需增强的病人、将大曝光量和小曝光量扫描的病人适当调

整分开, 以利球管能有间歇时间。

6. 环境条件的控制  要保证足够容量的空调以利球管散

热,要保证温度恒定, 保持室内清洁, 减少尘埃, 以利球管散热

器通畅。

7. 密切观察电源及油压情况  每天使用时应观察冷却循

环油压表情况, 若发现渗油、漏油及油压不稳时, 应立即停止使

用。要密切观察电源情况, 电压不能超过额定电压的 ? 15%。

8. 具备良好的维护习惯  形成良好的维护习惯, 是保证设

备尤其是球管的重要因素, 对球管经常作预防性保养是延长 CT

球管使用寿命的具体措施。

以上几点较为简便实用, 既对图像质量及诊断无影响, 又

可提高 CT球管的使用寿命,符合医院质量管理要求, 并最大限

度的发挥设备作用。

( 2000-01-25 收稿)

303放射学实践 2000年 7月第 15卷第 4期  Radiol Pract ice, July 2000,Vol 15,No.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