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射学实践 2 0 0 2 年 7 月第 x7 卷第 4 期 R a d io lP r a e t ie e
,

Ju ly 20 0 2
,

V o l 1 7 ,

N o
.

4

·

头颈部影像学
·

螺旋 CT 扫描和三维重建诊断领面部骨折的应用价值

陈唯唯 漆剑频 张进华

【摘要】 目的
:
研究螺旋 C T 二维影像和 三维影像 对显 示领 面部骨折的优缺

,

氛和临床 应用 价值
。

方法
:
对 22 例 不 同

类型的领面 部骨折患者进行 了螺旋 CT 薄层扫描和三维重建
。

结果
:
对 于领 面 部骨折 的诊断

,

C T 二 维和 CT 三 维重建影

像 不存在明显差异
,

但 C T 三维重建对下领 骨裸状 突骨折 和 I
矛e一 For t 各 型骨折 的显 示 优 于 C T 二 维影像

,

C T 二 维影像在

发现 细 小骨折和深部结 构骨折及骨折周 围软组织 改变 方 面优 于 C T 三 维重建
。

结论
: C T 二 维

、

C T 三 维重建对 于领 面 部

骨折的显示各有优缺点
,

两者结合应 用
,

为最佳检 查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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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集了 22 例领面部骨折患者用螺旋 CT 扫 建均能良好显示
,

不存在明显差异
。

描和三维重建影像的资料
,

结合文献加 以分析
。

材料与方法

在 17 处下领骨骨折 中
,

下领骨体部骨折 9 例
,

其

中须孔处 6 例
,

裸 状突
、

角部和升支 处骨折分 别为 缪

尤升

本组患者共 22 例
,

男 15 例
,

女 7 例
,

年龄 16 一 76

岁
,

平均 32 岁
。

其中单发骨折 5 例
,

多发骨折 17 例
。

全部病例均用 G E Pro sP ee d C T 进行 螺旋平扫
,

扫描

层厚 3 m m
,

螺距为 1
,

管电压 1 2 Ok V
,

管 电流 1 6 Om A S ,

象素矩阵 51 2 火 5 1 2
。

将螺旋扫描所得 的容积资料传

输到工作站
,

进行多平 面重建并采用表面遮盖显示法

S SD 进行三维重建
,

重建厚度 3 m m
。

由三位放射科医

师对所有病例的 C T 二维和 C T 三维重建图像进行阅

读分析
,

根据骨折的显示情况对 图像进行评价
。

例
、

2 例和 2 例
,

可见下领骨骨折最易发生于体部
,

其是颇孔处
,

C T 二维和 C T 三维重建对所有体
、

角
、

结 果

在 14 处上领骨骨折中
,

I
才 e 一For t 工型 1 例

,

L e 一

F or t

n 型 7 例
,

L e 一For t皿型 6 例
,

合并有上领骨纵行骨折 4

例
,

C T 二维影像对 L e 一F or t l 型显示欠佳
,

对 L e 一

F or t

11 型
,

L e 一F or t 班 型及纵行骨折
,

C T 二维
、

C T 三维重

支处骨折均能良好显示
。

1 例裸状 突横行骨折 C T 二

维影像显示欠佳
,

因为水平骨折线易被轴位 C T 漏诊
,

C T 三维重建图像 能 良好显示所 有 4 例骸状突骨折
,

优于 C T 二维影像
。

在 22 例骨折患者中
,

并有眶外侧壁骨折 8 例
、

眶

底骨折 4 例
、

筛板骨折 5 例
、

鼻中隔骨折和蝶骨骨折各

2 例
,

在 C T 二维影像上上述骨折均能 良好显示
,

但在

C T 三维重建上仅有 5 例眶外侧壁骨折
、

2 例筛板骨折

和 1 例鼻 中隔骨折能显示
,

说明对于眶外侧壁
,

眶底以

及深部结构如筛板
,

鼻中隔
,

蝶 骨大翼 的骨折
,

C T 二

维影像优于 C T 三维重建
。

C T 二维影像利用窗技术

对于骨折周围软组织 改变可清晰显示
,

而 C T 三维重

建只重建 出领面骨的图像
,

无法显示周围软组织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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