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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 CT 诊断小儿支气管异物一例 #病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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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资料  患儿, 女, 7 岁,一天前吃花生米时咳嗽, 疑

将花生米吸入气道。现出现阵发性咳嗽, 无浓痰, 无发热,

听诊右肺呼吸音较左肺略低,无喘鸣音, 颈部气管听诊似可

听到异物拍击声。X线表现: 两肺未见实质性病变, 心影居

中,两肺透亮度正常(图 1)。胸透:两肺透亮度正常且对称;

无明显纵膈摆动;两肺运动度可, 无矛盾运动。

CT 表现: 设备为 GE Prospeed 螺旋 CT 机, 120kV、

300mA,采取螺距 1. 0、层厚 1mm、重建间距 1mm; 源图像传

至工作站处理, 扫描时患者屏气, 仰卧于床面。CT 扫描显

示右肺透亮度较左肺略高;两肺实质内未见异常高密度影,

右主支气管腔内可见一 0. 6cm @ 0. 8cm 大小软组织密度异

物影(图 2) ; CT 仿真内镜图像和多层面冠状面重建均可见

软组织密度异物影位于右主支气管管腔内, 其与支气管空

间关系显示清晰(图 3、4)。经纤维支气管内镜取出异物, 异

物为花生米。

讨论  普通 X线检查对金属高密度异物多能作出明确

诊断[ 1] ;对于低密度 (或等密度)的非金属类异物, 依靠间接

征象,如支气管完全阻塞或活瓣阻塞所产生的阻塞性肺气

肿、阻塞性肺炎及肺不张等 X 征象, 结合可靠病史及临床症

状虽可作出诊断,但不能确定异物的准确位置,对于不典型

病例可能造成漏诊[ 1]。本例由于异物较小,同时在异物存留

早期,异物已落入支气管,还处在双向通气期,没有造成支气

管完全阻塞,从而无间接征象产生[ 2]。其次异物存留处局部机

械性刺激所造成周围粘膜水肿及局部的炎性反应亦不明显, 没有

加重异物阻塞程度, 因此在普通 X线检查中就表现为阴性。

螺旋 CT 具备高密度分辨率,容积扫描可以使病变不遗漏,

并可获得高质量的重建图像
[ 3]
。CT 横断面图像可直接显示异

物的大小、形态及位置。由于螺旋 CT 零秒间连续性扫描, 呼吸

伪影少于普通 CT 扫描, 异物显示率明显高于普通 CT , 对小于

1cm 的异物也不易漏诊[ 4]。冠状面重建及 CT 仿真内镜成像显

示异物更为清晰, 具有独特的优越性, 同时显示异物本身和异

物与邻近气管管壁的空间关系。此外还可对异物远端、近端情

况作出非常恰当的评价。CT 仿真内镜显示支气管异物大小形

态均与支气管纤维内镜基本吻合, 但唯一不足是不能清晰显示

支气管粘膜[ 3]。本病例就是利用 CT 仿真内镜技术结合轴位图

像及气道冠状位重建图像得出明确诊断。

螺旋 CT 除了直接显示异物外,同时可显示气管异物引起

的一些继发病变, 如阻塞性肺气肿、阻塞性肺部感染等征象[ 1]。

异物所致肺部感染 ,抗炎治疗难于消散, 同时结合病史易与小

儿支气管肺炎及肺部感染相鉴别[ 1]。综上所述, 螺旋 CT 扫描

与普通 X 线检查相比有其独特的优越性, 大大提高了支气管异

物诊断阳性率。

参考文献

1  周燕发. 胸部 X 线、CT、MRI 诊断学[ M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273.

2  阎承先.小儿耳鼻咽喉科学 [ M ] .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686-687.

3  郭凡,王仪生. CT 仿真支气管内窥镜的临床应用研究[ J ] .中华放射

学杂志, 1999, 33( 1) : 16-19.

4  周康荣.螺旋 CT[ M] .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 1998. 83-89.

( 2001-09-25 收稿  2001-11-16 修回)

493放射学实践 2002年 11月第 17卷第 6期  Radiol Pract ice, Nov 2002, Vol 17, No.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