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射学实践 2 0 0 2 年 7 月第 1 7 卷第 4 期 R a d io lP
r a e t i

e e ,

Ju ly 2 0 0 2
,

V o l 1 7
,

N o
.

4 3 2 9

螺旋 C T S S D 在领面部骨折的应用价值

潘爱珍 彭国光 甘毅 朱新进 陈涛 郑建忠

【摘 要】 目的
:
探讨螺旋 C T 扫描及 三维表 面遮 盖成像 (S S D )在领 面 部骨折 的 应 用价值

。

方法
:
对 48 例 领 面 部骨折

患者行螺旋 C T 扫描后 多平面 重组 (MP R )及三维表面 遮盖 成像
,

并与手 术结 果对 照
。 一

结果
:
单纯上 下 领骨折 各 11 例

,

混

合骨折 26 例
。

3 例 眶底骨折
,
1 例 上领 面 线形骨折

,

及 2 例 下领 角线形骨折二维 未显 示 或显示 欠清晰 ; S S D 有 4 例 细 小 骨

折及深部骨折未能显示
。

SS D 清晰地显示领 面部骨折 的类型
、

位置
、

范 围
、

骨折块 的 移位
、

凹 陷程度及 不规 则骨折 线的走

行方 向
。

结论
:
二 维影像在显 示 深部及细 小 骨折方 面 优于 S SD

,

但 S SD 能清晰显示 领 面部 骨折的 立体 解剖 图像及周 围组

织 的关 系
,

为 临床提供理想的整复模式
,

两者应 结合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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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tiv e
:
T o e v a lu a te s p ir a lC T thr e e

一

dim e n s io n a l (3 D ) s u rfa e e s ha d e d d is p la y (S S D ) in d ia g n o sis o f

m a x illo fa e ia l fr a e t u r e
.

M eth o d s
:
4 8 ea se s o f m a x illo fa e ia l fr a c t u r e W e r e p e r fo rm ed 护p i

r a l C T s c a n n in g
, the n th e S o u r c e im a g e s

w e r e p r o e e s se d by rn u ltip la n a r r efo rm a tio n (MP R )
a n d 3 D r ee o n s t r u e tio n

.

T h e r e s u lt s w e r e e o m p a r e d w ith th e s u r g iea l

fin d in g s
.

R e su lts
:
S im p le m a n d ib le o r m a x illa fr a e t u r e w a s s e e n in 1 1 e a s e s r e s p ee tiv e ly

,

m ix e d fr a e t u r e in 2 6 e a s e s
.

3 e a se s o f

o r bi声a l flo o r fr a e t u r e ,

()n e e a s e o f lin e a r fr a e t u r e o f m a x illa a n d 2 e a s e s o f lin e a r fr a e t u r e o f m a n d ib le w e r e n o t d e m o n s t r a te d

o r n o t e le a r ly o n tw o 一

dim e n s io n a l (Z D ) im a g e
.

S m a ll a n d d e e p fr a e t u r e in 4 ea s e s w e r e n o t s ho w n o n S S D im a g e
.

S S D im ag e

e o u ld s ho w th e typ e
,

p o s it io n
, e x te n t ,

d isp la e e m e n t o f th e fr a e t u r e
, a n d th e d e g r e e o f d ep r e s s io n , a s w e ll a s th e eo u r se o f th e

ir r e g u la r fr a et u r e
.

C o n elu s io n
:
Z D im a g in g 15 s u p e r io r t o 3 D im a g e in the d e m o n st r a tio n o f sm a ll a n d d e e p fr a e t u r e ,

b u t S S D

im a g e ea n e le a rly d em o n st r a te th r ee dirn e n s io n a l a n a t o m iea l r e la t io n s hip s o f m a x illo fa e ia l fr a et u r e a n d th e r e la tio n s h ip o f th e

fr a et u r e t o a dja e e n t s t r u e t u r e s
.

T h u s
,
it 15 b e t te r t o eo m bin e d th e u s e o f th e tw o im a g in g m e th o d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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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面部 C T
,

特别 是螺旋 CT 及 三维表 面遮盖 成像 (S ur f
a c e

s h a d e d di sP la y
,
S S D )能准确地显示深部骨折线及骨折的移位情

况
,

不仅帮助了放射科医生作 出准确的诊断
,

也给临床医生提

供更多的信息
,

制定 出更理想 的整复模式仁’‘
,

6 7」
。

本 文通 过对

48 例领面部骨折患者 的高分辨率 CT 扫描及三 维 S S D 结果分

析
,

进一 步探讨三维 S S D 与二维影像的诊断准确性 及临床应用

价值
。

及切 割处理
,

单独显示下领骨骨折等病变
、

移位情 况
,

及解 剖结

构的空 间关系
。

同时对 40 例行冠状和 /或矢状重组
。

结 果

材料与方法

4 8 例患者中
,

男 4 2 例
,

女 6 例
,

年龄 7 一 65 岁
。

平均 3 2
.

6

岁
。

车祸伤 38 例
,

打击伤 7 例
,

撞伤 3 例
。

受伤后 行 C T 检查

的时间半小时至半年不等
,

最常见是伤后 一 周 内
。

有 35 例 已

行手术治疗
。

使用西门子螺旋 CT 机
,

全部病人行 S p ira l方式扫描
,

层厚

2一 3 m m
,

螺距为 1 一 1
.

5
:
1

,

每层扫描时间为 1 5
。

扫描范 围根据

初次横断面 CT 片或定位图而定
。

扫描完成后
,

以 Zm m 薄层层

厚进行轴位重建
,

选择三 维软件中的 S SD (表面遮盖 法 )
,

通 过

调整阑值进行三维重建
,

根据观察的需要 使用 不 同的 X
、

Y
、

Z

旋转轴获取病变 区域 不 同角度 的最佳图像
。

必 要时进行勾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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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影 像

单纯上领骨骨折 n 例
,

单侧 6 例
,

9 例合并 2 个 壁 以 上的

骨折
;
单纯颧弓骨折 3 例

;
上领骨合并 眼眶 骨折 3 例 (图 1 ) ; 上

领骨合并颧骨骨折 3 例
;
上领 骨合并颧骨及 眼眶壁骨折 8 例 (图

2 ) ; 单纯下领骨骨折 n 例
;
下领骨加上领骨 6 例

;
上下领骨加颧

骨骨折 3 例 (图 3 )
。

其中下领骨裸状突及颈部骨折 8 例 (图 4 )
,

脱位 2 例 (图 5 )
,

其 中 2 例下领骨骸状 头 骨折后
,

形成假关节

(图 6 )
。

2 例上领窦前壁线形骨折轴位显示 清晰
,

S S D 最 初成像未

显示
,

但经调整阂值后也能清晰显示
; 1 例上领窦前壁 的横形 骨

折轴位影像未显示
,

S S D 影像显示清晰
。

二维影像 (包 括横断

面
、

冠状 面扫描及重 建图像及 矢状 面重建 图像 )及 S S D 影像对

上领骨前壁
、

颧骨
、

下 领体及升 支 的骨折 显示清晰
。

对 上领窦

内侧壁
、

鼻中隔
、

鼻骨及翼内外板等深部结构 的骨折
,

二维能清

晰地显示
,

S S D 有 4 例显示不清
。

手术显示 眶底骨折 5 例
,

SS D

显示 3 例
,

二维显示 2 例
。

2 例下领骨骨折二维影像显示 欠清晰
,

S S D 显示 清晰
; 8 例

下领骨裸状突及颈部骨折
,

二维 7 例显示清晰
,

另 1 例经调整扫

描 角度
,

及冠状重建 也能清晰显示
。

SS D 能清晰 显示下 领骨裸
诊断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