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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技术学·
鼻窦低剂量与常规剂量ＣＴ扫描的对比研究

管斌，余建明

【摘要】　目的：探讨鼻窦ＣＴ低剂量扫描与常规剂量扫描之间的关系。方法：９６例患者分低年组（１３～２０岁）与高年

组（２１～７０岁），分别用常规剂量和低剂量对鼻窦进行冠状面ＣＴ扫描，由三名影像专家对不同剂量ＣＴ扫描图像进行评

价，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低年组与高年组曝光量和单次扫描 ＣＴ剂量加权指数分别下降７０．４％～７５．０％和

６８．３％～７３．７％，两个年龄组低剂量扫描与常规剂量扫描的辐射剂量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犘＜０．０５），结论：鼻窦低剂量ＣＴ

扫描是可行的，且青少年的剂量降低幅度比成年人大，有利于降低患者的辐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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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窦疾病是一种常见病，鼻窦冠状面ＣＴ扫描能

清楚地显示鼻窦的解剖结构及病变情况，为临床诊治

提供客观的依据。常规ＣＴ扫描辐射剂量较大，本文

旨在探讨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寻求合适的低剂

量鼻窦冠状面ＣＴ扫描技术。

材料与方法

本组９６例患者中男６０例，女３０例，年龄１３～７０

岁，平均３８．６岁。将年龄在１３～２０岁的患者定为低

年组，共３８例；年龄在２１～７０岁的定为高年组，共５８

例。

设备为ＧＥＬｉｇｈｔＳｐｅｅｄ１６层螺旋ＣＴ机，每次扫

描的自动显示ＣＴ剂量的加权指数（ｍＧｙ）。扫描时患

者取仰卧位，头过伸，扫描基线与听眶下线垂直，范围

从额窦前壁至筛窦后壁，在侧位定位像上测量头颅上

下径线值。

鼻窦常规剂量的冠状面ＣＴ扫描，低年组扫描参

数为１２０ｋＶ，２６０ｍＡｓ；高年组扫描参数为１４０ｋＶ，

２６０ｍＡｓ。层厚５ｍｍ，螺距１．０，重建层厚３ｍｍ。然

后，将两组均以常规剂量的６０％为起始扫描剂量，对

同组中不同患者按逐次降低一个曝光剂量等级

（１０ｍＡ）的剂量进行单层追踪扫描。

由三名影像学专家采用双盲法对每次扫描的图像

质量进行评判。若多数评判者认为图像质量达到诊断

要求，则降低一个曝光剂量等级，直至多数评判者认为

图像质量不能满足诊断要求，则上一个曝光剂量等级

为该患者的ＣＴ扫描最低剂量阈值。对所得数据以均

数±标准差的形式表示，采用狋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低年组和高年组低剂量扫描的曝光量和单次扫描

时ＣＴ剂量加权指数的测量结果见表１。

表１　低年组常规剂量与低剂量扫描测量结果（ｎ＝３８）

位置（ｍｍ）
曝光量 （ｍＡｓ）

常规剂量 低剂量

剂量加权指数 （ｍＧｙ）

常规 低剂量

１１５～１２５ ２６０ ６５±３ ３５．０ ８．８

１２６～１３８ ２６０ ７１±５ ３５．０ ９．６

１３９～１５０ ２６０ ７６±６ ３５．０ １１．７

表２　高年组常规剂量与低剂量扫描测量结果（ｎ＝５８）

位置（ｍｍ）
曝光量 （ｍＡｓ）

常规剂量 低剂量

剂量加权指数（ｍＧｙ）

常规剂量 低剂量

１２８～１３９ ２６０ ６７±３ ４８．０６ １２．５２

１４０～１５１ ２６０ ７５±５ ４８．０６ １４．０３

１５２～１６２ ２６０ ８１±５ ４８．０６ １５．１４

经统计学分析，两组的低剂量扫描与常规剂量扫

描的辐射剂量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犘＜０．０５）。

低年组低剂量扫描的最低剂量阈值及单次扫描时的

ＣＴ剂量加权指数值比常规扫描剂量下降７０％～

７５％。高年组低剂量扫描的最低剂量阈值及单次扫描

时的ＣＴ剂量加权指数值比常规剂量扫描剂量值下降

６８％～７４％。低年组与高年组相比，在保证图像质量

的前提下，剂量下降幅度存在明显差异（犘＜０．０５）。

低年组与高年组行低剂量ＣＴ扫描后的鼻窦图像质量

均能满足诊断的要求。

讨　论

文献［１，２］报道，低剂量与常规剂量ＣＴ扫描对发现

直径≥５ｍｍ的病变没有显著性差异，对直径≤５ｍｍ

的病变，其敏感度为５２％～８８％。本研究中常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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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低剂量扫描是通过改变毫安秒来降低Ｘ线剂量。

本组结果表明，对于鼻窦区低剂量ＣＴ扫描，在不

降低图像质量的前提下，低年组与高年组的曝光量和

剂量加权指数均分别下降了７０％～７５％和６８％～

７４％。

本研究表明，低年组的曝光量和单次扫描剂量加

权指数的下降幅度比高年组大，其原因可能是低年组

的鼻窦尚在发育中。由此提示，对青少年的鼻窦ＣＴ

扫描曝光剂量可以降低，这一结论对一些特殊人群如

对放射线敏感的儿童、孕年期妇女及白血病患者的鼻

窦低剂量ＣＴ扫描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中有６例鼻

窦区ＣＴ扫描的曝光量太低，图像的噪声明显加大，影

响了病变部位的观察，影像质量不能满足诊断的要求，

在适当加大ＣＴ扫描曝光剂量后，图像清晰。本组研

究中，有２例分别为１３岁和１４岁的儿童，以常规剂量

的６０％进行鼻窦区扫描，显示其重建后的ＣＴ图像异

常清晰，其后层面的扫描又将曝光量降低到常规剂量

的７５％，显示的图像也清晰，完全能满足诊断的要求。

因此，在鼻窦区ＣＴ扫描的实际工作中，应根据患者的

年龄大小和发育状况决定ＣＴ扫描的曝光量，在不影

响诊断的前提下，尽可能使用低剂量扫描，减少患者的

辐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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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学实践》第七届全国放射学术会议通知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青海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与本刊共同举办的第七届全国放射学术会议拟

定于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６日在青海省军区招待所（西宁市）召开。您单位 同志撰写

的论文 经专家评审被录用参加本次大会交流。现将有

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形式

　　著名老、中、青专家专题学术报告；论文交流

　　专题报告（４０分钟／人），其他时间为会议交流。欢迎提供影像医学相关论文。论文截稿时间

为７月１０日。所有征文经专家评审通过，将以摘要或全文形式收入《放射学实践》增刊；优秀论文正刊

发表，论文发表另行收取发表费。出席会议者将授予国家继续教育Ⅰ类学分８分并颁发证书。

二．时间、地点及费用

　　时间：２００７年８月２～６日

　　地点：青海西宁市花园北街１８号　青海省军区招待所（０９７１－８１７５８８８）

　　报到：８月２日　撤离：８月６日上午１２：００以前

　　会务费：普通代表８００元（含资料费和学分证１５０元）；本刊会员７００元；

提前注册者７００元（含注册费１００元）

三．交通

　　１．本次会议不设交通接站

　　２．青海省军区招待所地处西宁市中心繁华地段，交通便利，距火车站、汽车站只需７分钟，到机

场仅２０分钟，可乘坐多路公交车在湟光站（或五一路口）下车即到。

凡参加会议的代表请认真填写回执，务必于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０日前将回执寄至：

　　４３００３０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１０９５号同济医院《放射学实践》编辑部

同时受理电话、电邮直接报名　电话：０２７８３６６２８７５６２９６１０５８　传真：０２７８３６６２８８７

Ｅ－ｍａｉｌ：ｘｗａｎｇ＠ｔｊｈ．ｔｊｍ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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