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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ＣＴ多平面重组在副鼻窦检查中的应用

李院华，胡爱生，康红祥

【摘要】　目的：利用螺旋ＣＴ多平面重组技术探讨副鼻窦轴位扫描能否代替直接冠状位扫描。方法：对１５例能合作

的患者，均行副鼻窦轴位及冠状位扫描。使用美国ＧＥＰｒｏｓｐｅｅｄＦＩＩ双排螺旋ＣＴ机，层厚５ｍｍ，螺距０．７５，连续横轴位

扫描，利用多平面重组（ＭＰＲ）技术得到冠状位、矢状位重组图像；直接冠状位扫描获取冠状位图像；将同一患者的两组不

同冠状位图像比较，主要观察各鼻窦窦壁及窦口。结果：轴位扫描后重组所获图像亦能从多方位多角度观察，清楚显示各

鼻窦及窦口。结论：重组冠状位图像与直接冠状位扫描图像效果相同，可以取代直接冠状位扫描。避免后者检查时头部

后仰造成的不适，患者容易接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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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鼻窦冠状位扫描以其显示解剖结构清晰，明确

窦口通畅情况，而远优于Ｘ线平片，为目前临床常用

的检查方法。本文采用螺旋ＣＴ轴位平扫后，利用多

平面重组（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ｎａｒ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ＰＲ）技术也取

得了满意的效果，报道１５例如下。

材料与方法

本组患者１５例，其中男６例，女９例，年龄１５～

３８岁。

采用美国ＧＥＰｒｏｓｐｅｅｄＦⅡ双排螺旋ＣＴ机，行副

鼻窦ＣＴ检查。轴位扫描时患者取仰卧位，头先进，扫

描条件：以ＯＭ线为基线，下自齿槽层面，上自额窦上

方；条件：１２０ｋＶ，８０ｍＡ，层厚５ｍｍ，螺距０．７５，连续

扫描１３～１８层，标准重建模式；得到横轴位图像资料

后，再进行层厚５ｍｍ，层间距１ｍｍ 的后处理重组。

以重建后所得资料进行多平面重组，获取副鼻窦冠状

位、矢状位图像。冠状扫描：用冠状位头托，头后仰，倾

斜角度１５°～２０°，条件１２０ｋＶ，８０ｍＡ，层厚５ｍｍ，层

间距５ｍｍ，扫描１３～１６层。用软组织窗观察窦腔、窦

口及周围软组织，用骨窗观察窦壁骨质情况。

结　果

本组１５例中，鼻窦炎９例，上颌窦息肉２例，未发

现异常４例。５ｍｍ层厚的多平面重组冠状位图像可

以根据需要任意选定成像层面成像［１］，能得到标准冠

状位及斜冠状位、矢状位图像，清楚显示各鼻窦窦口及

窦壁情况（图１ａ）。冠状位扫描图像除１例患者图像

效果不佳外，其余均能清楚显示各鼻窦窦口及窦壁情

况（图１ｂ）。ＭＰＲ能得到标准冠状位、矢状位图像，可

从多方位多角度观察［２］，尤其适应于年老体弱以及颈

椎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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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螺旋ＣＴ扫描均能清楚显示各鼻窦窦口（白箭）及窦腔情况（黑箭）。ａ）轴扫冠

状位重组图像；ｂ）冠状位扫描后经旋转、裁剪图像。

讨　论

副鼻窦炎症、肿瘤是五官科常见病、多发病，以年

轻患者居多。常规冠状位扫描由于机架倾斜角度有

限，得到的图像往往是斜冠状位，难以取得比较标准的

冠状位图像，特别是对于有颈椎病及内耳眩晕的患者，

后仰头部幅度过大，患者难以忍受，配合困难，很难得

到满意的ＣＴ图像。本组１例患者因头部后仰致不自

主抖动，图像效果不佳。

轴位扫描对窦口的观察并不满意。本院在使用螺

旋ＣＴ前曾用普通ＣＴ对副鼻窦病例进行轴位及冠状

位扫描，由于机架倾斜角度有限以及患者体位不适，往

往得不到满意的图像。李清水

等［３］利用螺旋 ＣＴ三维重组及多

平面重组从多方位观察脑外伤患

者颅内情况，获得满意效果，为此

笔者尝试引入二维重组技术来帮

助诊断。引入重组技术后，由于可

以在冠状面、矢状面上观察，大大

增加了信息量，同时可以根据需要

显示窦口、窦腔最好的层面成像，

这在常规冠扫是无法做到的。因

此，我们认为，该检查技术亦能得

到标准的冠状位图像，避免了患者头部后仰造成的不

适，患者容易接受；同时由于使用低毫安扫描，可以减

少球管损耗，降低辐射，节约开支，是一种简单易行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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