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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相关眼病ＣＴ与内分泌变化相关性研究

王卉，郑晓华，袁家骥，谢宝君

【摘要】　目的：探讨Ⅰ型甲状腺相关眼病径线ＣＴ表现与内分泌变化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对４６例甲状腺相关眼病

患者及５０例健康成人对照组行眼眶冠状面和横轴面ＣＴ扫描，测量各眼外肌径线及ＣＴ值，并将患者组ＣＴ表现与其内分

泌变化作相关性分析。结果：患者组与对照组眼外肌径线及ＣＴ值有显著性差异，Ⅰ型甲状腺相关眼病患者眼外肌最大

径线值与其Ｔ３、Ｔ４ 呈正相关，与ＴＳＨ之间呈负相关。结论：Ⅰ型甲状腺相关眼病ＣＴ表现特点与其内分泌变化关系密

切，可作为临床随访的有效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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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相关眼病（ｔｈｙｒｏｉ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ｏｐｈｔｈａｌｍｏ

ｐａｔｈｙ，ＴＡＯ）的提出，较明确地表示了眼部病变与甲

状腺内分泌轴异常的相关性［１］，作为临床常用的ＣＴ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眼眶疾病的检查。笔者搜集了４６

例ＴＡＯ患者的ＣＴ影像资料及其临床内分泌资料，探

讨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材料与方法

患者组共４６例，男２９例，女１７例年龄３５～

７７岁，平均４８．３岁，均为本院门诊或住院患者，依靠

临床表现、甲状腺功能测定及影像学检查等确诊。对

照组共５０例，男３０例，女２０例，与患者组年龄、性别

基本匹配，且无眼部外伤史以及内分泌疾病史。患者

组甲状腺功能检查资料包括血清总Ｔ３、Ｔ４ 及血清促

甲状腺激素（ＴＳＨ），均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正常参

考值为：Ｔ３０．６～１．８１μｇ／ｄｌ，Ｔ４３．２～１２．６μｇ／ｄｌ，

ＴＳＨ０．３５～５．５ｍＵ／ｌ。

采用ＧＥ公司 ＨｉｓｐｅｅｄＣＴ／ｉ螺旋ＣＴ机。扫描条

件１２０ｋＶ，２２０ｍＡ，层厚３ｍｍ，间隔３ｍｍ，矩阵５１２×

５１２，视野２５ｃｍ。采用ＳＵＮＵＬＴＲＡ１０ＡＷ３．１工作

站行图像后处理。

患者组和对照组均行横轴面和冠状面平扫。以听

眦线基线，受检者仰卧于扫描床，摆头位时力求左右对

称。嘱患者注视正前方，轻闭双眼，扫描时保持眼球位

置不变。选择所需测量层面的图像，放大该图像，设定

窗宽２５０ＨＵ，窗位５０ＨＵ。

横断面图像上测量内、外直肌腹最大水平径，冠状

面图像上测量内、外、上、下直肌腹的最大垂直径和上、

下直肌腹的最大水平径。因上睑提肌紧贴上直肌走

行，在ＣＴ图像上两者不易区分，故上直肌的测量包括

有上睑提肌，测量值偏大。眼外肌肌腹最大径层面是

指眼外肌水平径和垂直径最大的层面，但不一定在同

一层面。在测量各眼外肌径线的同时，采用ＣＴ值测

量工具对各眼外肌ＣＴ值进行测量。

所有测量数据计算９５％可信区间，并采用成组狋

检验。取患者组的眼外肌最大径线值（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ｖａｌｕｅ，ＭＤＶ）分别与其自身甲状腺激素Ｔ３、

Ｔ４和ＴＳＨ测定值作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分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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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对照组健康成人眼眶螺旋ＣＴ平扫。ａ）冠状面；ｂ）横轴面。

图２　ＴＡＯⅠ型。下直肌、内直肌、上直肌明显增粗，箭示星芒状脂肪浸润区。

分析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完成。

结　果

对照组眼外肌 ＭＤＶ范围及ＣＴ

值范围见表１。同一活体中双侧眼眶

眼外肌的垂直径、水平径和ＣＴ值均

无明显差异（犘＞０．０５）。患者组和对

照组（采取右眼眶测量值作对照）眼

外肌肌腹最大水平径、垂直径及ＣＴ

值的９５％可信区间范围（图１、２，表

１）。８４％患者至少有一条眼外肌受

累，其中７２％累及双侧眼眶，余２８％

仅累及单侧眼眶，而无明显性别差

异，各眼外肌按其受累频率排序为：

下直肌＞内直肌＞上直肌＞外直肌。

患者组中３２例甲状腺功能亢进

（Ｔ３ 和Ｔ４ 升高，ＴＳＨ降低），余１４例甲状腺功能在正

常范围，无甲状腺功能减退。根据宋国祥等［２］的分型

标准：伴有甲亢的 ＴＡＯⅠ型、甲状腺机能正常的

ＴＡＯⅡ型以及甲状腺机能低下的 ＴＡＯⅢ型。将患

者组分为ＴＡＯⅠ和ＴＡＯⅡ两组。３２例ＴＡＯⅠ型

患者眼外肌 ＭＤＶ与其Ｔ３ 测定值等级关系，ＴＡＯⅠ

型患者眼外肌 ＭＤＶ与Ｔ３ 间存在正相关（犘＜０．０５），

ＴＡＯⅠ型患者眼外肌 ＭＤＶ与Ｔ４、ＴＳＨ测定值之间

分别呈正相关和负相关，在ＴＡＯⅡ组中眼外肌 ＭＤＶ

与三项甲状腺激素测定值之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

患者组眼外肌最大径线及ＣＴ值与对照组相比均有显

著性差异。

表１　正常组左、右眼外肌和患者组眼外肌径线（ｍｍ）和ＣＴ值（ＨＵ）

上 下 内 外

左眼外肌

垂直径 ３．７±１．１４ ４．２±１．１６９．７±１．８６９．１±１．５１

水平径 ９．７±１．７６ ８．６±１．８０３．９±２．００５．６±１．５３

ＣＴ值 ４４±１８．０ ４６±１９．２ ５１±２１．２ ４０±１８．５

右眼外肌

垂直径 ３．８±１．１４ ４．２±１．１６９．５±１．８８９．３±１．５３

水平径 ９．８±１．７８ ８．５±１．８２３．８±２．０２３．５±１．５３

ＣＴ值 ４４±１８．２ ４５±１９．４ ５０±２１．０ ４１±１８．６

患者组眼外肌

垂直径 ３．７±１．２１ ４．５±０．７６９．８±０．５６９．２±１．２０

水平径 ９．８±１．０８ ８．６±１．１７４．０±１．３５３．６±１．４４

ＣＴ值 ４０±１０．４ ３９±１２．７ ４７±１９．２ ４０±１０．８

讨　论

ＴＡＯ在眼眶疾病中发病率占首位，发病年龄跨度

大，Ⅰ型多见于中青年，多为双眼发病，Ⅱ型多见于中

年以上，单眼发病多见。常见的眼征有上睑下落迟缓，

眼睑退缩，眼球突出，眼外肌增粗，眼睑水肿以及晚期

继发暴露性角膜炎、视神经萎缩等。突眼可以发生于

甲亢之前、同时期或甲亢治愈后。

将患病组中受累的下、内、上、外直肌分别分为４

组，下直肌增粗程度与其ＣＴ值关系具有显著性（狉狊＝

－０．３０２，犘＜０．０５），而其它眼外肌无此类结果，这可

能与下直肌受累频率最高有关。在增粗的眼外肌中，

可见部分眼外肌内有星芒状低密区，ＣＴ值为脂肪密

度（约－４０ＨＵ）。Ｏｚｇｅｎ等
［３］对８７例Ｇｒａｖｅｓ′病患者

眼眶ＣＴ检查中亦有相同发现，从影像学角度证实了

ＴＡＯ眼外肌病变中有脂肪浸润。

４６例ＴＡＯ患者中，３２例伴有甲状腺功能亢进，

１４例无甲状腺功能异常。我们选取最能突出眼外肌

变化的 ＭＤＶ与其对应的甲状腺激素Ｔ３、Ｔ４ 及ＴＳＨ

测定值作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分析得到，ＴＡＯⅠ组患

者眼外肌 ＭＤＶ 与其 Ｔ３、Ｔ４ 测定值呈正相关，而与

ＴＳＨ呈负相关，因而可以推论ＴＡＯⅠ型患者眼外肌

增粗程度与其内分泌激素变化程度呈正相关。其中，

随访６～１２个月的６例病例，治疗后复查甲亢症状明

显改善，眼部体征基本消失，实验室甲状腺功能检查降

至正常范围，复查ＣＴ示眼外肌基本恢复正常。

ＴＡＯⅡ组１４例患者ＣＴ示有不同程度的眼外肌

增粗，但其常规甲状腺功能检查正常，按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

级相关分析，未发现相关性，可能与选择的测定指标有

关。文献［４］报道约５０％ ＴＡＯⅡ患者可查出甲状腺

刺激抗体 （ｔｈｙｒｏｉ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ＴｓＡｂ），

ＴｓＡｂ与治疗反应有关，病变消退ＴｓＡｂ消失，病变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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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ＴｓＡｂ再次出现，有待继续研究。

ＣＴ检查作为甲状腺相关眼病的常用手段，不仅

可显示眼外肌径线和密度变化，而且能从影像学角度

反映病情的变化，可作为临床随访的评价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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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ＣＴ平扫示肝体积明显缩小，胆

囊位于肝右后方（箭）。　图２　ＣＴ增

强示肝脏均匀强化，门静脉右支未显

示，胆囊左侧可见迂曲扩张的胆管

（箭）。　图３　ＣＴ增强见右肾动脉细

小，右肾体积明显缩小（箭），肾皮质较

薄，强化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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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右叶缺如伴右侧胆管及右肾发育畸形一例

耿云平，胡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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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资料　患者，女，４３岁，右上腹疼

痛数年，加重５ｄ。右上腹压痛，无反跳痛

及移动性浊音，皮肤巩膜无黄染。多层螺

旋ＣＴ平扫示肝脏体积明显缩小，胆囊位

于肝脏右后方，在肝脏后方并可见迂曲的

扩张的胆管，肝左叶胆管稍扩张，肝总管

也明显扩张，右肾形态失常，体积明显缩

小（图１）。增强扫描门静脉期见肝脏均匀

强化，肝右叶未见明确显示，肝右叶胆管

结构显示失常，门静脉主干及左支显示较

清晰，右支未显示；右肾强化欠佳，体积明

显缩小，形态不规整，皮质变薄，肾盂、肾

盏变小，右肾动脉显示较细，左肾显示正

常（图２、３）。剖腹探查显示肝右叶缺如，

肝右胆管发育畸形扩张。

讨论　肝脏发育异常的内涵应包括

肝脏组织本身与血管，以及肝内或肝外胆

道系统的发育异常［１］。肝叶变异主要为

胚胎发育时门静脉、肝动脉、胆管分支异

常或环境影响使血管狭窄闭塞而造成。

因脐静脉供应大部分胎儿肝左叶血液，如

出生后闭塞，使肝叶突然处于缺血状态，

继之发生退行病变。左肝管或肝动脉左

支受压也可引起左叶萎缩［２］。由于左右

卵黄静脉最后演变成门静脉，供应肝脏血

供。胚胎第４周时，前肠末端腹侧壁内胚

层增生形成肝憩室，并迅速生长伸入到原

始横膈内，憩室末端膨大，分为头尾两支，

头支是形成肝的原基，头支上皮细胞增生

形成肝索，其远侧部分进一步发育成肝

板，肝板围绕中央静脉呈放射状排列形成

肝小叶，近侧部分分化为肝管和小叶间胆

管，胚胎第２个月内胚层上皮细胞形成肝

内胆管，尾支是形成胆囊及胆总管的原

基，近端伸长形成胆囊管，远端扩大形成

胆囊。肝憩室的基部发育为胆总管，并与

胰腺导管合并开口于十二指肠［３］。

肝脏最常见的畸形为某一肝叶比正

常小或缺如。本例即为肝脏右叶缺如。

其意义在于提示同时可能存在其它脏器

的畸形或移位，本例就可见肝右侧胆管发

育畸形和右肾发育畸形。肝脏、胆囊和胆

道主要是由胚胎的内胚层原始消化管的

前肠演变而来，而肾脏是由胚胎的间介中

胚层演变而来。肝脏发育畸形较少见，伴

发其它脏器畸形则罕见，ＭＳＣＴ能对此类

疾病进行准确诊断，对临床外科具有较大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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