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胞区有髓核嵌入, 这使我们想到 Schmorl结节(髓核疝

入椎体)很可能是胎儿时期发生的,因为儿童或青年即

可见到椎体Schmorl结节(图 10)。

椎体内双层生长线在 MRI上, T1WI 和 T2WI 呈双

层低信号线,为生长骨化带。

结论: 4~ 11岁儿童脊柱正常椎体MRI 表现,仍然

相应的保持着胎儿脊柱骨发育的组织结构。儿童椎体

Schmorl结节很可能是胎儿期发生的。脊柱骨骺发

育不良椎体前面突出的骨质考虑是胎儿期椎体前的异

常膜内成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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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摄鼻骨侧位片来诊断鼻骨骨折,

简便易行, 但存在着诸多缺陷。笔者通过

采用鼻骨冠状位 CT 扫描法, 对鼻骨骨折

进行分型, 取得良好效果。该法实用性

强, 定性准确率高。现以我院 GE-Max

640CT 机为例,介绍如下。

11 扫描方法

先摄头颅侧位定位片, 扫描平面与鼻

骨纵轴线平行, 用 2~ 5 mm 或更薄的层厚

连续不间断扫描, 常规扫描应包括鼻骨和

眼眶(图 1)。患者取顶颏位(即被检者俯

卧于扫描床上, 两臂放于身旁 )。头部正

中矢状面垂直于扫描床面, 头后仰, 下颌

尽量前伸[1]。头颅侧位定位片也可用顶

颏位获得, 即被检者仰卧于扫描床上, 用

棉垫将腰背部垫高约 15 cm, 髋及膝屈曲,

足踏扫描床上。头后仰, 使顶部触及扫描

床面, 头部正中矢状面垂直于扫描床

面[2]。无论体位如何变化, 关键是扫描平

面与鼻骨纵轴线平行的关系不变。

一般常用 120 kV, 100~ 200 mAs。

图像处理:观察软组织采用窗宽400~

500 HU, 窗位 40~ 50 HU; 观察骨组织采用

窗宽 1500 ~ 2000 HU, 窗位 400~ 500 HU。

必要时可做横断面图像重建, 观察鼻骨断

端的移位情况。

21 鼻骨骨折的分型

根据骨折线的形状和断端是否有错

位等分为: ¹ 单纯型, 骨折线为横行、纵行

图1  头颅侧位定位示意图, 扫描平面

与鼻骨纵轴线平行。  图 2 粉碎型鼻

骨骨折。可见多条骨折线,断端有多个

游离骨片(箭)。

或斜行, 断端无错位(骨折发生在单侧) ;

º 粉碎型, 可见多条骨折线, 断端有多个

游离骨片(图 2) ; » 错位型,断端对位对线

不良, 有错位或成角畸形(包括鼻额缝分

离) ; ¼混合型, 骨折线呈粉碎性, 断端有

多个游离骨片; 断端对位对线不良, 有错

位或成角畸形; 双侧鼻骨单纯性骨折; 合

并眶骨骨折等颜面部外伤。符合上述任

意两项以上均属于混合型。

31 病例分析

我院 2002 年 8月~ 2003 年 10 月共 33

例患者行鼻骨冠状位 CT 扫描, 均准确诊

断;其中鼻骨侧位片表现阳性 26 例, 假阴

性 7 例,诊断符合率 78. 78%。

41 讨论

明确诊断鼻骨骨折并对其进行正确

分型,为司法部门确定伤者所受伤害的程

度提供重要依据, 直接关系到对肇事者的

量刑,涉及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通过鼻骨侧位片进行诊断缺陷在于: ¹ 当

鼻骨骨折线较窄, 断端无移位时, 容易漏

诊; º 由于双侧鼻骨互相重叠, 难以判断

鼻骨骨折发生在哪一侧; » 难以对鼻骨骨

折进行分型。即鼻骨骨折是否为粉碎性,

断端是否有错位, 是否合并其它颜面部外

伤等。鼻骨轴位 CT 扫描法具有明显的优

点: ¹ 可以明确鼻骨骨折的部位; º 准确

判断骨折的类型; » 同时可以观察其它颜

面部外伤等情况。经临床应用获得满意

效果,为临床诊断和司法部门鉴定提供可

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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