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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螺旋 C T 肠系膜上动脉血管成像的初步应用

张龙江 包颜 明 宋光义 杨 亚英 陆琳 王克超 王筱 莉

[ 摘要1 目的
:
讨论 不 同 后 处理技 术显示 肠 系膜上 动 脉 的能 力

。

方法
:
21 例 行 全腹部 螺旋 C T 增 强 扫描

,

时 比 剂

90 m l
,

流率 3 m l/s
,

延迟 2 5 5 ,

层厚 3
.

Zm m
,

重建间 隔 1
.

6m m
。

对所有病例 均进行 多平面 重建
、

最大 密度投影 法
、

表面 阴影显

示
、

容积显示 与仿 真内镜 处理
。

结果
:
各种后 处理方法 中

,

以最 大 密度投影法 能最佳显 示肠 系膜 上动脉 的解剖 学形态
,

容

积重建的 能 力与最 大密度投影法近似
,

表 面 阴影 显示 和仿 真 内镜各有优势
,

多平面 重 建对肠 系膜上 动脉的整 体显示能 力

不足
。

结论
:
最大 密度投影 法和容积重建能较好地显 示 出肠 系膜上动脉的整体解剖形 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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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 tho d

:
2 1 e a s es w e r e Pe rfo r m ed e n h a n e e d M S C T o f w h o le a bd o m e n , th e v o lu m e o f e o n t r a st

a g e n t w a s g o m l
,

flo w r a te 3 m l/
s ,

d ela y ed tim e 2 5 5 , s lie e thiek n e s s 3
.

Zm m
, s lie e in e r em en t 1

.

6 m m
.

A ll e a s e s w e r e p o s t -

p r o e e s se d w ith m u lt iPle Pla n a r r e e o n s t r u e tio n (M PR )
,

m a x iu m in te n s ity Pr
oj

e e tio n (M IP )
, S u rfae e s ha d e d disp la y (S S D )

,

v o lu m e r e n d e rin g (V R ) a n d v ir tu a l e n d o se o p y (V E )
.

R e su lts
:

O f a ll p o s tp r o e e s sin g m o d e s ,

M IP s h o w e d b e st th e a n a t o m y o f

s u p e rio r m e s e n t e r ie a r te r y
,

V R ha d a s im ila r e a p a b ility t o s h o w s u P e rio r m e s e n te rie a r te ry
,

S S D a n d V E h a d the ir o w n a d
-

v a n t ag e s
.

M PR did叮 t ha v e e n o u g h e a p a bilit y to s h o w the w ho le a n a t o m y o f s u P er io r m e se n te r ie a r ter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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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P

a n d V R ea n b e t t e r d em o n st r a te the a n a t o m y o f s u p e r io r m e s e n t e r ie a r t e 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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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 u p e r io r m e s e n t e r iC a r te r y T o m o g r a p h y ,
X

一 r a y e o m p u te d A n g io g r a p h y

传统的肠系膜上动脉(S u p e r io : m e s e n te r ie a r te ry
,
SM A )选

择性血管造影是诊断 SM A 疾病的金标准
。

近年来
,

M R 血管

造影 (MR a n g io g r a p h y
,

M R A )对其金标准地位提 出了挑战
,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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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 究 显 示 M R A 发 现 SM A 狭 窄和 闭 塞 的 敏 感 性 高达

10 0 % [1j
,

目前 已可应用 于诊断 SM A 缺血
、

动脉瘤及血管变 异

等疾病
。

螺旋 C T 血管 成像 (C T an gi og
r a p hy

.

CT A )也在这 一

方 面进行积极有益 的尝试
,

部分研究证实 CT A 可 以 显示 SM A

的解剖形态学 以及肠 系膜疾病
,

如 肠系 膜上 动脉夹层
、

肠系 膜

上 动 脉 综 合 征 等[ 2 4 二
。

多 层 螺 旋 C T ( m u lti
一 s lie e S p ir a l

佳
,

限制了其应用
。

导管法冠状动脉造影 仍然 为评价桥 血管的

金标准
,

但其有创性和 昂贵的价格亦使其应用 受限
。

E BC T 价

格昂贵
,

只有少数大 医院有条件使用
,

且其有 限 的空 间分辨率

是其最大的缺点
。

有人认为在早 期冠状动脉搭桥术后 随访 中

对 比增强三维超短 T E 梯度回波 M R A 能对 桥血管显影及 开放

性评价具有价值川
。

还有人认为 M R A 梯度 回波技术对评价静

脉性桥血管准确率很高 (敏感性 77 % 一 9 3 % )
,

但对乳内动脉评

价受限 (5 3 % )[ 幻
。

总之
,

随着 多层螺旋 C T 的时间分辨率的进

一步提高和软件的升级
,

其在冠状动脉成像乃至对搭桥术后 桥

血管的评价上 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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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后处理技术的 比较

在以往 的研究 中
,

所使用 的 后 处 理 重 建方法均是采 用

M IP
、

SS D 和 V R
,

采用其他后处 理技术 的研究较少
。

本研究对

所有病例均采用 了 5 种后处理技术
,

现将其优劣势总结如下
。

M P R 是在横断面 图像上按要 求任意划线
,

沿该线将横断

面上 的二维数据重组为新的二维 图像
,

包括 了曲面重组
。

尽 管

M P R 可 以进行任何平 面 以及任意方 向的 切割 与旋转
,

甚至 可

以沿兴趣 区划线 显 示 出感兴趣 的血 管
,

但难 以完 整 显 示 出

SM A 这样走行和分支复杂 的血 管全貌
。

本 组采用 了曲面重 组

技术
,

但每次只能显示 出 l 条感兴趣血管
,

如果要显示另 1 条分

支
,

则必须重做一次
.

这给临床工作带来 了不便
,

故不 推荐使用

M PR
。

M IP 是将径线所过 的容积组 织或物体中每 l 个像素的最

大强度值进行投影
,

因 反映的 是组织 的密 度差异
,

故对 比度很

高
,

被广泛应用 于 C T A 和 M R A 中
。

本组 21 例 SM A 的 M IP

图像
,

尤其是对 SM A 次级小分支的显 示
,

要优 于其他后处理模

式
。

我们建议在做 M IP 图像时
,

最好将 SM A 开 口 以 下的腹 主

动脉切割掉
,

使 sM A 不 因为腹 主动脉的重 叠而影 响观察
。

本

组 的部分 MIP 图像 已类似于常规 S M A 选择性血管造影 图像
。

这些结果有望应用 于临床实际工作 中
,

作为肠 系膜缺血
、

肠 系

膜动脉瘤等疾病的无创性检查手段
。

S S D 技术的成败与 C T 阂值的调节有很大 的关系
。

如果 阂

值调节过低
,

血管的显 示毛燥
,

周围组织就有过多显 示
。

如果

闭值选择 过高
,

则显 示 SM A 的小血管分支就 明显减 少
,

且做

V E 时还可能 出现腔内斑块状阴影
。

我们的初步经验是在不 显

示周 围血管外组织 的情况 下
,

应 将血 管的 阂值调 节均 匀
,

然后

用半 自动算法
,

再手工 画出兴趣 区
,

以最佳显示 SM A 的解剖 学

形 态
。

本组虽然用 S S D 显示 了部分 SM A 的分支
,

但与 M IP 相

比
,

仍不足以显示 SM A 的次级小分支
,

因此也不 推荐将其作为

常规显示 SM A 的后处理技术
。

V R 技术不需要调节阂值
,

且 可 以保留二维 C T 的信息
,

使

得血管的显示能弥补 S S D 的不足而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
,

并且

能进行 不同断面的切割旋转
,

有利 于在不 同角度与平 面显示所

保留的血管结构
。

本组 在显 示 SM A 的 分支 以及次级小分支

时
,

V R 的能力与 M IP 相 当
。

此外
,

用 V R 进行的切割更加简

洁
、

方便
;
能保留周 围器官 的形态也使得辨认各个分支更 加 容

易
。

我们认为应将 M IP 和 V R 结合应用为佳
。

3
.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未进行与传统血管 造影 的对照分析
,

如本 组 1 例肠 系膜近

段的狭窄性病变
,

因为没 有传统 血管造 影的结果
,

我们对 C T A

显示 出的这 1 例病变的结果 尚不 能充分肯定
。

本研究未采用

预实验决定最佳延迟 时间
,

这 也可 能影 响到本组 SM A 的显示

程度
。

还有
,

本研究采用 的层 厚是 3
.

Zm m
,

重建间隔 1
.

6 m m
,

有 可能因为部分容积效 应而影 响到小血管分支的显示
,

如能用

lm m 的层厚
,

重建间隔 0
.

6m m
,

将螺距加大到 1
.

5
,

应有望进一

步改进 C T A 显示 SM A 的能力
。

此外
,

本研究基本上是对正常

SM A 的显示
,

尚未涉及 到大组病例对照 分 析
,

仅为 MS C T 在

SM A 显示能力的初步报 道
。

总之
,

M S C T A 的 SM A 血管成像的能力是应 值得肯定 的
,

它将与 M R A 一起成为显示 SM A 最具有竞争力的无创 性检查

手段
,

并有可能应用于肠系膜上 动脉综合征
、

肠 系膜缺血
、

肠 系

膜上动 脉瘤
、

胰头癌包埋肠系膜上动脉等疾病 的日常检查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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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扮傀义毛爹
,

电

湖北 省 医学会放射技 术学会 2 0 0 2 年学术研讨会 于 5 月 15 日 ~ 18 日在 宜 昌召开
。

会议收到论文 12 0 余篇
,

内容既有

新技术
,

如 C R
、

D R
、

MR
、

C T
,

又有常规 X 线摄影
,

如 少见部 位的 X 线摄影
。

会议还 收到 了中华医 学会副 主任委员冯敢生

教授
,

中华 医 学会影像技术 学会主任委员燕树林教授 和其它 兄 弟省市 学会发来的贺信和 贺电
,

祝 大会取得 圆满成功
。

会

议期间还选举 了新一届委员
。

在老一 辈专家的支持 下
,

顺利实现 了新老交替
,

新一届委员都表 示 愿意在老 专 家的扶持 下
,

把湖北 省放射技术推向新 的台阶
。

新一 届 学会主要组成名 单如 下
。

主任委 员
:

余建明
; 副主任委 员

:

王春华
、

邱华英
、

胡军武
、

潘鄂武
;
常委兼秘书

:

彭振军

(胡军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