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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ＣＴ增强检查诊断肺动脉吊带畸形一例

王磊，李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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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胸片显示双肺纹理增粗，走行紊乱，双肺野内中带可见小斑片状密度增高影。　图２　容积再

现重组可见气管下段近分叉处狭窄（箭），右肺上叶支气管异常起自隆突上气管（箭头）。　图３　ＣＴ

增强显示右肺动脉（ＲＰＡ）正常起源于主肺动脉（ＭＰＡ），正常左肺动脉（ＬＰＡ）起始处未见其开口，

ＬＰＡ自ＲＰＡ发出后向左后走行于气道后方，压迫气管。

　　肺动脉吊带（ｐｕｌｍｏ

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ｓｌｉｎｇ，ＰＡＳ）

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心

血管畸形，传统影像学诊

断比较困难，容易漏诊。

我院近期经螺旋 ＣＴ增

强检查确诊１例肺动脉

吊带畸形，现报道如下。

病例资料 　 患儿，

男，１岁１０个月。因犬

吠样咳嗽一周入院，伴声

嘶、喘息，口周微绀，无发

热。体检：体温３７℃，呼

吸 ４５ 次／分，心 率 １６０

次／分。双肺可闻及中小

水泡音及喘鸣音，三凹征（＋）。患儿自出生后多次出现咳嗽、

喘息，于数家医院诊断为肺炎、喉炎，治疗效果不佳。临床诊断：

肺炎、喉炎、呼吸衰竭。患儿入院后经抗感染、止咳、平喘、强心及

呼吸机支持治疗，仍出现持续高碳酸血症，ＰＣＯ２最高达１６０ｍｍ

Ｈｇ，呼吸机峰压持续上升，达４０～５９ｍｍＨ２Ｏ，提示换气功能正

常，通气功能障碍，大气道狭窄。

Ｘ线胸部正位片：双肺纹理增粗，走行紊乱，双肺野中内带

可见小斑片状密度增高影（图１）。超声心动图：心内结构未见

明显异常。螺旋ＣＴ平扫显示双肺可见片状致密影，经三维后

处理重组图像显示气管狭窄，右肺上叶支气管起自隆突上气管

（图２）；增强ＣＴ扫描显示左肺动脉主干发自右肺动脉主干远

端，走行于气管和食管之间，压迫气管（图３）。

讨论　肺动脉吊带又称迷走左肺动脉，即左肺动脉起源于

右肺动脉远端，经气管与食管之间，环绕气管远段，到达左侧肺

门，在气管远端和主支气管近端形成吊带［１］。动脉导管或韧带

向左后方与降主动脉相连，此结构和走行异常的左肺动脉形成

血管环可压迫气管，婴儿气管环柔软，因此肺动脉吊带常造成

气管下段近分叉处、气管隆突上方狭窄或发育不良。常伴有气

管分支异常，如气管分支部位过低，气管分支角度加大等。本

病常合并其它心血管畸形，如室间隔缺损，房间隔缺损［２］，右室

双出口［３］，法洛氏四联征［４］。病理发生学可能是胚胎早期左、

右肺动脉从肺芽两侧发出，随着胚胎的发育与两侧第六对主动

脉弓相连，若左肺动脉不能与左侧第六弓相连，则造成左肺动

脉迷走，从而起源于右肺动脉。

临床表现主要为呼吸道相关症状，气道狭窄引起的通气障

碍是其根本原因。多数患儿生后即可出现反复发作的呼吸困

难、呼吸暂停、气急、喘鸣、窒息和反复肺部感染。

螺旋ＣＴ增强检查在诊断方面较胸片、超声心动图具有优

势，可以清晰显示异常起源的左肺动脉和其走行及对气管的压

迫。ＭｉｎＩＰ重组可以显示气管梗阻部位及其它伴随异常，如气

管分支部位异常，气管分支角度加大。对病因不明的反复出现

气道梗阻表现的患儿应及时进行ＣＴ增强检查，可减少漏诊。

（注：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１ｍｍＨ２Ｏ＝０．００９８ｋ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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