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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轴面ＣＴ扫描示左侧鼻骨缺如（箭），其前方见软组织肿

物，内夹杂低密度影，右侧眼眶内见椭圆形低密度影，内直肌明

显移位（短箭）。　图２　矢状面重组示左侧鼻骨缺如，软组织

影由缺损处突向前方，内见脑回样改变（箭）。　图３　冠状面

重组示左侧眶内壁部分缺如，软组织影由缺损处伸向眼眶前内

下方（长箭），右侧眶内壁缺损处略低密度肿物突向右侧眼眶内

下缘（短箭）。

经鼻骨经筛板缺损脑膨出一例

李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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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资料　患儿，女，２个月，为足月顺产，出生时发现鼻根

部肿物，逐渐长大，触之质中等。

轴位ＣＴ扫描：鼻根部见软组织肿物向前方隆起，内夹杂低

密度影（图１），ＣＴ值８～３６ＨＵ，右侧筛板部分缺如。矢状位重

组见左侧鼻骨缺如，软组织影由缺损处突向前方（图２）。冠状

位重组见左侧眶内壁部分缺如，右侧眶内壁缺损处见略低密度

肿物，内直肌明显移位（图３）。三维成像见右侧鼻根部大块骨

缺损。

讨论　脑膨出是胚胎早期神经管闭合不全造成的先天畸

形，它包括脑膜膨出和脑膜脑膨出，多合并颅裂，是婴幼儿常见

的疾病。颅裂畸形发生于枕部占７０％，颅底部占１０％
［１］，国外

报道［２］经颅底脊膜膨出发生率为１／３５０００～１／４００００。有文献

报道更为具体，通常分为经蝶骨组、蝶眶组、蝶筛组、经筛组和

蝶颌组［３］。国内曾有报道外伤性经颅底筛骨缺损的脑脊膜膨

出［４］。

本例经鼻骨及部分筛板缺如导致的脑膨出极为罕见，笔者

尚未见有报道，患者出生时即发现鼻根部的肿物，属先天发育

畸形，由于突出物为脑组织，随着婴儿的生长发育，脑组织也随

之发育，肿物逐渐长大，由于鼻根部骨缺损较大，脑组织易随之

由缺损处膨出，薄层扫描加重组技术，可清楚显示膨出物为脑

组织，并可见脑回样改变。筛板是眼眶的内壁，右侧由于缺损

较小，脑组织由之膨出较困难，而脑脊液随硬脑膜突向眼眶内，

形成囊性占位，并将内直肌推移，左侧缺损较大脑组织经缺损

处进入左侧眶内。一般颅裂仅是单一骨，而本例多骨多处实属

罕见。

本例采用了轴位薄层平扫，冠状面、矢状面及多平面重组

技术，获得了多方向的断面图像，清楚显示突出物的内部结构，

利用三维技术更明确的显示骨缺损立体图像。由此，笔者认为螺

旋ＣＴ后重组技术的应用是诊断疾病的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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