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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ＣＴ血管成像和运动平板试验对冠心病患者的诊断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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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价冠状动脉ＣＴ血管成像（ＣＣＴＡ）和运动平板试验（ＴＥＴ）对冠心病的诊断价值。方法：以常规冠状

动脉造影（ＣＡＧ）为诊断冠心病（冠脉狭窄≥５０％）的“金标准”，对同期先后行ＴＥＴ、ＣＣＴＡ和ＣＡＧ３种检查的７５例疑似

冠心病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将其ＴＥＴ和ＣＣＴＡ的结果与ＣＡＧ进行比较。结果：ＴＥＴ和ＣＣＴＡ诊断冠心病的敏感度分

别为４５．２％和９０．５％，特异度为６９．７％和９３．９％，阳性预测值为６５．５％和９５．０％，阴性预测值为５０．０％和８８．６％，准确

率为５６．０％和９２．０％，犘＜０．０１。在冠状动脉血管水平ＣＣＴＡ对右冠状动脉、左主干、前降支、回旋支狭窄诊断的准确率

分别为８６．７％、１００．０％、８８．０％和７６．０％。冠心病患者中 ＴＥＴ诊断阳性率与病变血管支数呈正相关（狉＝０．４４０，犘＝

０．００４）；冠心病患者ＴＥＴ诊断结果阳性与阴性仅与血管狭窄程度≥７５％狭窄的节段数目有统计学差异（犘＝０．０１６）。结

论：ＣＣＴＡ诊断冠心病较ＴＥＴ有更高的诊断准确性和较低的诊断假阳性和假阴性，对有症状的疑诊冠心病患者ＣＣＴＡ的

诊断具有更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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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ＡＤ）是指在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基础上引起冠状动脉管腔狭窄或阻

塞所致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冠状动脉造影可直接显

示冠状动脉狭窄情况，是诊断“金标准”，但该检查因有

创而无法广泛应用；临床上冠状动脉 ＣＴ 血管成像

（ＣＣＴＡ）是能够直接显示冠状动脉解剖和狭窄的无创

检查方法，诊断冠心病具有较高准确性［１２］；运动平板

试验（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ｅｓｔ，ＴＥＴ）也是诊断疑冠心病

常用无创方法之一，其通过人为增加心肌氧耗量，诱发

狭窄的冠状动脉相对或绝对的供血不足来诊断冠心

病［３］。本研究对７５例疑诊冠心病的连续患者进行回

顾性分析，旨在对反映心肌供血功能的ＴＥＴ与直接

反映冠状动脉狭窄程度的ＣＣＴＡ诊断进行“一对一”

比较，进一步探讨两种检查方法对冠心病诊断的特点

及比较其诊断的准确性。

材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

搜集本院因胸痛或胸部不适症状入院，初步疑诊

为冠心病的连续患者，所有患者的验前概率都＞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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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ＣＣＴＡ、ＣＡＧ表现，男，５３岁，有吸烟，高血压病史，间歇胸痛４ｄ入院。ａ）右冠状

动脉ＣＴＡ三维重建（曲面重组）；狭窄部分３处管壁斑块（箭）；ｂ）右冠状动脉造影示

在第一转折处及第二转折及以远，右冠状动脉管腔狭窄，其中第二转折以远狭窄

＞７５％（箭）。

该组患者为入院后同期（１个月内）先后做过平板运动

试验、ＣＣＴＡ和冠状动脉造影（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ａｎｇ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ＡＧ）３种检查，共８１例。其中排除运动平

板试验未完成或未达到试验要求的患者６例，最后确

定本研究的样本量为７５例。其中男５１例；平均年龄

５３．４±８．９岁（３５～７３岁）；体重指数为（２６．０±

３．３）ｋｇ／ｍ
２（１６．３～３３．９ｋｇ／ｍ

２）。该组高血压患者

４０例（５３．３％），高血脂患者３７例（４９．３％），糖尿病患

者１０例（１３．３％），有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患者２１例

（２８．０％），有吸烟史患者３４例（４５．３％），有胸痛症状

患者３４例（４５．３％）。

２．检查方法

ＴＥＴ检查按照标准Ｂｒｕｃｅ方案
［５］进行次极量运

动负荷试验，诊断结果由心脏功能检测中心有经验医

师进行盲法独立诊断。ＣＣＴＡ扫描采用双源ＣＴ（Ｓｉｅ

ｍｅｎｓ公司，型号为Ｓｏｍａｔｏｍ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进行ＣＣＴＡ

扫描，检查前监测心率，控制心率９０次／分以下。扫描

时患者仰卧位，胸前４导联监测心电图。扫描范围为

气管分叉下１ｃｍ至膈面。管电压１００ｋＶ或１２０ｋＶ，

管电流４２０～５００ｍＡ，ＦＯＶ为２０．０～２５．０ｃｍ，扫描层

厚０．７５ｍｍ，螺距为０．２～０．５，通过２０Ｇ套管针从上

肢浅静脉注射对比剂。采用三时相对比剂注射方案，

对比剂自动跟踪触发技术，跟踪平面设定在左冠状动

脉开口层面，兴趣区定在主动脉根部，触发阈值为

１００ＨＵ，达到阈值后延迟６ｓ自动触发扫描，采用回顾

性心电门控序列扫描技术将患者的原始数据分别在最

佳收缩期和舒张期重建图像。用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和Ｉｎｓ

ｐａｃｅ软件进行图像后处理。

ＣＣＴＡ与ＣＡＧ对冠状动脉狭窄的判断采用目测

直径法，以纽约心脏病学会（ＮＹＨＡ）冠状动脉１６个

节段分段法［６］进行狭窄程度的评价。狭窄程度分级为

①无狭窄；②狭窄＜５０％；③５０％≤狭窄＜７５％；④

７５％≤狭窄≤９９％；⑤１００％狭窄。

对于直径＜１．５ｍｍ的节段ＣＴＡ

不予评价。所有结果由有经验的

ＣＴ医师和造影医师利用盲法评

价冠状动脉狭窄程度。以 ＣＡＧ

冠状动脉狭窄≥５０％为参照标准，

被检查者至少一个冠状动脉节段

管腔狭窄≥５０％则诊断为冠心病。

３．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应用ＳＰＳＳ１２．０软件，

对ＣＣＴＡ 与 ＴＥＴ对冠心病的诊

断通过计算敏感度、特异度、阳性

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等进行比较，

各计数资料组别间的差异利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χ
２ 检验；双变量之间相关性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

性检验，犘＜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本研究连续受试者中 ＴＥＴ 的完成率为９３％，

ＣＣＴＡ的完成率为１００％。本组７５例完成了３种检

查的患者（图１），经ＣＡＧ确定为冠心病患者为４２例

（５６．０％），经 ＴＥＴ 诊 断 为 冠 心 病 患 者 为 ２９ 例

（３８．７％），经 ＣＣＴＡ 诊断为冠心 病患者 为 ４０ 例

（５３．３％）。

造影诊断结果为冠心病，右冠状动脉第一转折以

远、第二转折中度狭窄＞５０％；冠状动脉远段重度狭窄

＞８０％。

以ＣＡＧ结果为诊断冠心病参考标准，７５例受检

者ＣＣＴＡ与ＴＥＴ诊断结果如表１。

表１　ＴＥＴ与ＣＣＴＡ对受检者的诊断结果比较

诊断效能 ＴＥＴ ＣＣＴＡ χ
２值 犘值

敏感度 ４５．２（１９／４２） ９０．５（３８／４２） １９．７０４ ＜０．０１
特异度 ６９．７（２３／３３） ９３．９（３１／３３） ６．５１９ ０．０１１
阳性预测值 ６５．５（１９／２９） ９５．０（３８／４０） １０．１７２ ０．００１
阴性预测值 ５０．０（２３／４６） ８８．６（３１／３５） １３．３０７ ＜０．０１
符合率 ５６．０（４２／７５） ９２．０（６９／７５） ２５．２６０ ＜０．０１

以ＣＡＧ诊断冠状动脉狭窄＞５０％为标准，ＣＣＴＡ

对右冠状动脉（ｒｉｇｈｔ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ＲＣＡ）、左主干

（ｌｅｆｔｍａｉｎ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ＬＭ）、前降支（ｌｅｆｔ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ａｒｔｅｒｙ，ＬＡＤ）、回旋支（ｌｅｆｔｃｉｒｃｕｍｆｌｅｘａｒ

ｔｅｒｙ，ＬＣＸ）等分支血管的诊断结果见表２。

对于经ＣＡＧ确诊为冠心病的４２例患者，其中单

支冠状动脉病变（不包括左主干病变）的冠心病患者有

１４例，ＴＥＴ结果阳性的患者仅有２例，其余１２例冠心

病患者ＴＥＴ结果均为阴性；有２６例多支冠状动脉病

变患者，其中ＴＥＴ结果阳性的患者为１５例，１１例多

支冠状动脉病变的患者ＴＥＴ为阴性。对 ＴＥＴ结果

与冠状动脉病变支数进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检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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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ＣＣＴＡ对７５例检查者各支冠脉诊断情况比较

血管 ＲＣＡ ＬＭ ＬＡＤ ＬＣＸ χ
２ 值 犘值

敏感度 ７０．０（１４／２０） １００．０（２／２） ８７．１（２７／３１） ３０．４（７／２３） １９．１６１ ＜０．０１
特异度 ９２．７（５１／５５） １００．０（７３／７３） ８８．６（３９／４４） ９６．１（５０／５２） ８．９５４ ０．０１３
阳性预测值 ７７．７（１４／１８） １００．０（２／２） ８４．４（２７／３２） ７７．８（７／９） ０．９５９ ０．８１８
阴性预测值 ８９．５（５１／５７） １００．０（７３／７３） ９０．７（３９／４３） ７５．８（５０／６６） ２３．０８４ ＜０．０１
准确度 ８６．７（６５／７５） １００．０（７５／７５） ８８．０（６６／７５） ７６．０（５７／７５） ２０．０７０ ＜０．０１

组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４０，犘＝０．００４，表明冠心病患

者ＴＥＴ结果是否阳性与血管狭窄的支数有轻度相关

性。

按照美国心脏协会（ＡＨＡ）的冠状动脉１６节段来

分析，对于４２位冠心病患者血管病变节段狭窄程度与

ＴＥＴ阴阳性结果的关系如表３。冠心病患者的ＴＥＴ

的不同结果在狭窄程度≥７５％节段数中有明显差别。

表３　患者ＴＥＴ结果阴性（假阴性）或阳性与病变狭窄程度的比较

狭窄节段 ＴＥＴ阳性 ＴＥＴ阴性 χ
２ 值 犘值

狭窄≥７５％ ２６ １５ ５．８２３ ０．０１６

５０％≤狭窄＜７５％ ３１ ３２ ０．４４２ ０．５０６
狭窄≥５０％ ５７ ４７ ４．５４８ ０．０３３

讨　论

１．ＴＥＴ对诊断冠心病的准确性

研究报道冠心病的验前概率越低，其诊断冠心病

的准确性越低，一般用于临床上有胸痛症状，具有中、

高验前概率的患者。但又因很多冠心病验前概率较高

的老人运动耐量下降无法达到目标心率或因平时服药

的影响，ＴＥＴ在对老年患者的诊断效果存在争议
［５］。

ＴＥＴ结果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引起假阳性常见的

原因有过度换气或植物神经功能紊乱［６］；高血压等致

左室肥厚，小动脉硬化导致心肌供血不足等。女性因

有较多的二尖瓣脱垂和 Ｘ综合征，微血管功能的差

异，以及激素水平的差异而出现假阳性［７］；但本研究女

性检查者假阳性所占比例与男性检查者并无差别，不

排除与选择偏倚有关。而ＴＥＴ出现阴性结果原因
［５］

有冠状动脉斑块硬化相对不明显，心脏代偿的功能不

受影响；试验前服用药物影响；运动负荷不足或心电图

导联数量太少，ＳＴ段下降标准过于严格等。

本研究中ＴＥＴ对冠心病的诊断结果，尤其是敏

感性与阴性预测值，相对于国内发表的结果偏低［８］，可

能因本组为回顾性研究，存在病例选择偏倚或因本院

ＴＥＴ诊断标准偏高造成。研究中冠心病患者ＴＥＴ假

阳性１１例（男７例），而ＣＣＴＡ的诊断全部为阴性，与

ＣＡＧ的诊断一致。ＴＥＴ 假阴性２３例（男１６例），

ＣＣＴＡ诊断２０例为阳性与ＣＡＧ诊断一致，其中１例

为中度狭窄的单支病变，ＣＣＴＡ 对狭窄度评价为

＜５０％；１例为回旋支狭窄管腔对比剂显影淡，诊断为

回旋支发育细小；另外１例为病变部位钙化伪影影响，

狭窄度诊断受限。

研究中冠心病患者ＴＥＴ的不同结果与血管病变

支数多少及狭窄节段多少和狭窄程度有关。研究表

明［９］血管造影管腔狭窄５０％定为阈值仿佛并不妥当，

因为有些冠状动脉中度狭窄的患者并未出现冠状动脉

血流储备的减少，冠状动脉解剖与功能上的分界点并

不总是一致，而冠状动脉血流储备分数［１０］的测定可能

是以后解决这一问题的更好选择。

２．ＣＣＴＡ对于诊断冠心病的准确性

目前ＣＣＴＡ广泛用于疑似有冠心病患者的诊断，

国内外发表了很多文献报道ＣＣＴＡ对冠心病诊断水

平的评价［１，１１］。本研究中ＣＣＴＡ诊断结果与以往的

研究相似［２］。因ＣＣＴＡ较高的阴性预测值，排除患冠

心病的准确性较高，专家共识与指南都认为ＣＣＴＡ检

查应用于负荷试验意义不明或无法进行活动的低中危

的患者［１２］。

冠状动脉ＣＴＡ不仅可以对冠状动脉狭窄及部位

进行评价，还可了解管壁斑块的形态及性质（钙化斑块

或非钙化斑块），对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尤其对冠状动脉

介入治疗具有指导价值，这是其他非侵入性检查无法

取代的优势。

但ＣＣＴＡ诊断的准确性受到技术设备与图像质

量好坏的制约，同时受到患者心率、心律、呼吸运动、冠

状动脉钙化情况和诊断者水平的影响。本研究中

ＣＣＴＡ诊断假阳性２例，假阴性４例，２例假阳性的原

因为冠状动脉钙化影响的管腔狭窄评估过重。图像运

动伪影的影响、图像空间分辨力不足、近段狭窄性病变

影响是对各支血管的诊断有差异的主要原因［１３］。同

时ＣＴＡ扫描的辐射剂量尤其受到国外研究者及专家

的关注，回顾性心电门控进行ＣＣＴＡ扫描，一次辐射

量约为１０～１５ｍＳｖ；随着ＣＴ设备上低剂量技术和扫

描程序最佳化的改进，ＣＣＴＡ检查的辐射剂量已有明

显下降，可至３～６ｍＳｖ左右，现利用前瞻性心电门控

扫描，相比回顾性心电门控辐射剂量可减少约

７０％
［１４］。

总之，对这两种诊断方法，ＴＥＴ在冠心病患者的

诊断与血管病变支数与狭窄节段的程度有关，且易受

外界多种因素影响，造成较高的假阳性和假阴性诊断。

ＣＣＴＡ对于有症状的疑似冠心病患者的诊断准确度

比ＴＥＴ更高，有助于临床上及时诊治冠心病患者，避

免误诊与漏诊。随着ＣＴＡ技术的进步、放射剂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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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冠状动脉ＣＴ血管造影在诊断疑似冠心病患者

中的作用将会得到更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１］　Ｗ．ＢｏｂＭｅｉｊｂｏｏｍ，ＣａｒｌｏｓＡＧ．ｖａｎＭｉｅｇｈｅｍ，ｅｔａｌ．６４ｓｌｉｃｅｃｏｍｐｕ

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ｒ

ｍｅｄｉａｔｅ，ｏｒｌｏｗｐｒｅｔｅｓｔ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７，５０（１５）：１４６９１４７５．

［２］　ＢｕｄｏｆｆＭＪ，ＤｏｗｅＤ，ＪｏｌｌｉｓＪＧ，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６４

ｍｕｌｔｉ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ｒｏｗ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ｉ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ｏｕｔ

ｋｎｏｗｎ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ｕｌｔｉ

ｃｅｎｔｅｒ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ｂｙ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ｒｉａｌ［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８，５２（２１）：１７２４

１７３２．

［３］　ＭｏｒｉｓｅＡＰ，ＤｉａｍｏｎｄＧ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

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ｂｉａｓｅｄａｎｄｕｎｂｉａｓｅｄ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Ｊ］．Ａｍ ＨｅａｒｔＪ，１９９５，１３０（４）：７４１

７４７．

［４］　ＤｉａｍｏｎｄＧＡ，ＦｏｒｒｅｓｔｅｒＪ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ａｎａｉｄｉｎ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ＮＥｎｇｌＪＭｅｄ，

１９７９，３００（２４）：１３５０１３５８．

［５］　ＧｉｂｂｏｎｓＲＪ，ＢａｌａｄｙＧＪ，ＢｒｉｃｋｅｒＪＴ，ｅｔａｌ．ＡＣＣ／ＡＨＡ２００２ｇｕｉｄｅ

ｌｉｎｅｕｐｄａｔｅｆｏｒ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ｙ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ｈｅａｒ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ｔｏｕｐｄａｔｅｔｈｅ１９９７ｅｘｅｒ

ｃｉｓ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２，４０（８）：１５３１

１５４０．

［６］　ＡｕｓｔｅｎＷＧ，ＥｄｗａｒｄｓＪＥ，ＦｒｙｅＲＬ，ｅｔａｌ．Ａ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ｆｏｒ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ｄ

ｈｏｃ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５，５１（１）：５４０．

［７］　ＢａｒｏｌｓｋｙＳＭ，ＧｉｌｂｅｒｔＣＡ，ＦａｒｕｑｕｉＡ，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ｅｌｅｃｔｒｏ

ｃａｒ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ｏｆ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ｍｅｎ：ａｎｏｎ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ｆａｃｔｏｒ［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７９，６０（５）：１０２１１０２７．

［８］　孙丽卿，张怀勤，洪万东，等．国人平板运动试验诊断冠心病价值

的 Ｍｅｔａ分析［Ｊ］．心电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７（３）：１９８２０１．

［９］　ＥｒｉｃａＭａｆｆｅｉ，ＳａｒａＳｅｉｔｕｎ，ＣｈｉａｒａＭａｒｔｉｎｉ，ｅｔａｌ．ＣＴ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ｎｇ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ＥＣＧ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ｈｅｓｔｐａｉｎａｎｄ

ｌｏｗｔｏ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ｐｒｅｔｅｓｔ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Ｊ］．Ｈｅａｒｔ，２０１０，９６（２４）：１９７３１９７９．

［１０］　ＢＤｅＢｒｕｙｎｅ，ＪＳａｒｍａ，ｅｔａｌ．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ｌｏｗ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ｒｅｖｉｅｗ

［Ｊ］．Ｈｅａｒｔ，２００８，９４（７）：９４９９５９．

［１１］　ＭｉｃｈèｌｅＨａｍｏｎ，ＧｉｕｓｅｐｐｅＧ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ｍｕｌｔｉ

ｓｌｉｃｅｓｐｉｒ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ｉｅｓａｓ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ＡｍＣｏｌｌＣａｒｄｉｏｌ，２００６，４８（９）：１８９６１９１０．

［１２］　ＭａｆｆｅｉＥ，ＰａｌｕｍｂｏＡ，ＭａｒｔｉｎｉＣ，ｅｔａｌ．ＳｔｒｅｓｓＥＣＧｖｓＣＴｃｏｒｏ

ｎａｒｙ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ａ

“ｒｅａｌｗｏｒｌ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ＲａｄｉｏｌＭｅｄ，２０１０，１１５（３）：３５４３６７．

［１３］　吕滨，庄囡，戴汝平，等．电子束ＣＴ冠状动脉钙化积分和血管造

影诊断冠心病的价值［Ｊ］．中华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４，３８（１２）：１３０５

１３１０．

［１４］　吕滨，刘玉清，沈云．ＣＴ心脏成像的技术进展［Ｊ］．中华放射学杂

志，２００７，４１（１０）：１０１１１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８０３　修回日期：２０１１１１１５）

《中国医学创新》杂志２０１２年征订函

　　《中国医学创新》杂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主管，《中国医学创新》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国家一类医学科技综合性学

术期刊。本刊已被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全文收录。现为旬刊，国际标准刊号ＩＳＳＮ１６７４－

４９８５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１１－５７８４／Ｒ邮发代号８２－１８９。每期定价１５．００元，全年５４０元（包邮资），全国邮局发行。

主要栏目：论著、临床研究、基础研究、卫生管理、护理园地、影像与检验、经验交流、学术讲座、医药之窗、医学综合、个

案报道等栏目。根据全国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的《继续医学教育学分授予与管理办法》学分授予标准，在本刊发表的论文

可获得国家级继续教育学分。

本刊每月５日、１５日、２５日出版，全年３６期，对省级以上科研基金项目论文予以优先发表。《中国医学创新》杂志常

年接受读者订阅，预订者可直接向本刊通联部办理邮购订阅业务，或直接在当地邮局订阅。本刊通联部同时接受破月订

阅和补缺。欢迎各医学院校、医药厂家、医学工作者订阅和刊登广告。

地址：１０００５４　北京市丰台区菜户营５８号财富西环１５Ａ０５室《中国医学创新》通联部

电话：０１０－６３３５７５４６　传真：０１０－５１１１２８３２

网址：ｗｗｗ．ｚｇｙｘｃｘ．ｃｏｍ　邮箱：ｚｇｙｘｃｘ０１＠１６３．ｃｏｍ

８２６ 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２年６月第２７卷第６期　Ｒａｄｉｏ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ｕｎ２０１２，Ｖｏｌ２７，Ｎｏ．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