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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颈椎斜位投照技术体会》的商榷

余章明，李玲青，沈延艺，韩琼，杨瑞华，吴美良

　　贵刊２００２年第１７卷第２期第９９页，刊登了《颈椎斜位投

照技术体会》（以下简称《颈文》）。读后认为，文中提出在拍摄

颈椎斜位片时面部向非检侧偏转一定角度，在实际工作中具积

极意义；同时，笔者认为《颈文》中的３种方法有不完善甚或错

误之处，在此提出一些初浅看法，兼与作者商榷。

关于第一种方法，《颈文》中阐述“……被检者立于胸片架

前，下颌略向内收，使颈椎矢状轴与暗盒平行，转体使人体冠状

面与暗盒成４５°角，头部沿转体方向旋转１５°”。此方法共计３

个步骤。笔者认为，对于处站立位的人体，不应先将颈椎矢状

轴与暗盒平行，而后转动人体使冠状面与暗盒成４５°角，应该先

将人体冠状面与暗盒成４５°角，而后转动头部向非检测偏转一

定角度（具体多少角度后面将予以讨论），这样操作仅两个步

骤，较《颈文》方法一简便也易于操作；因而，《颈文》的操作步骤

有较繁锁和本末倒置之嫌。笔者还认为，作为一种投照方法介

绍，应如方法二后半部分样交待清楚转体方向与被（或非）检侧

的关系，如此，读者才不会费解。

关于第二种方法，《颈文》阐述“患者取坐位或立位，摄后前

斜位时被检对侧靠近暗盒，摄前后斜位时被检侧靠近暗盒

……”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人体左右侧椎间孔是大致从人体

后中分别向左前和右前方向的骨性孔道，故摄后前斜位时应是

被检侧靠近暗盒而不是被检对侧靠近暗盒，在摄前后斜位时应

是被检侧应远离暗盒而被检对侧后肩靠近暗盒。按方法二操

作，患者头部向左或右转１５°角后头颅矢状面与胶片成角应该

是３０°角左右，因而《颈文》中“使头颅矢状面与胶片成１５°”的说

法也是错误的。

关于第三种方法，《颈文》阐述“患者背向于摄片架前，使身

体与暗盒呈４５°角，颈椎置于胶片正中，矢状线与暗盒平行，再

旋转头部３０°～３５°角呈接近侧位”。笔者认为方法三中，与暗盒

呈４５°角的是身体的哪个面应交代清楚。笔者猜想作者可能是

想说人体冠状面与暗盒呈４５°角，如其猜想正确，就存在以下问

题：当人体冠状面与暗盒呈４５°角时，其颈椎矢状面与暗盒也呈

４５°角，不可能平行；同理，其矢状线也不能与暗盒平行。如果

《颈文》的意思是先将人体冠状面与暗盒呈４５°角，再将颈椎矢

状线扭曲到与 暗盒“平行”（注：矢状线一经扭曲就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矢状线了，故平行二字加用引号），此时头部已呈侧位，

那就无法理解“再旋转头部３０°～３５°角，呈接近侧位”是向哪个

方向旋转并何以能呈接近侧位。因为，如果“再”向非检侧旋转

３０°～３５°几乎不可能，否则，患者颈部将严重扭伤；如果“再”向

被检侧旋转３０°～３５°角，那前面使“矢状线与暗盒平行”就多此

一举了。

关于头部实际偏转角度的问题，《颈文》前后不统一。按

“第一种方法”操作步骤计算，头部实际向非检侧偏转３０°角，而

按笔者推测的作者第三种方法的意思操作，在身体冠状面与暗

盒呈４５°角、其头部（矢状面）与暗盒平行的情况下再向被检侧

偏转３０°～３５°角，则头部实际向非检侧偏转１５°～１０°。无法理

解作者在拍摄颈椎斜位片时分别用两三种不同角度的意义何

在。根据笔者的工作体会，头部向非检侧偏转１５°角左右即可

得到理想颈椎斜位片并较好显示全部椎间孔。

以上看法仅为管见，如有不妥，请予指正。

（４３５０００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有限公司职工医院影像科

檪檪檪檪檪

檪檪檪檪檪

殏

殏殏

殏
）

附 原 文

作者单位：８３１２００　新疆，乌鲁木齐军医学院影像教研室
作者简介：于国清（１９６５～），男，四川遂宁人，讲师，主要从事医学影

像摄影技术教学工作。

颈椎斜位投照技术体会

于国清　纪强　唐明

【中图分类号】Ｒ８１４．３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３１３（２００２）０２００９９０１

　　颈椎斜位能够清晰观察椎间孔、椎弓根、钩椎小关节，常规

的投照体位是：患者仰卧或俯卧在摄影台上，使颈椎的长轴方

向与暗盒平行，其冠状面与台面成４５°。中心线向头侧倾斜

１５°，对准第四颈椎射入暗盒中心。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各种

原因，如下颌骨升支、下颌角与颈椎间孔易重叠；仰卧、俯卧时

肢体难控制造成角度不够；调整球管角度不准；寰枢椎关节病

变时旋转运动功能受限制，使下部颈椎功能代偿旋转；中心线

偏向头侧倾斜，造成椎间孔因骨质重叠形态有所改变等。往往

难取得理想照片，从而延误诊断。我们结合教学实践，介绍几

种简便的投照方法，供同仁参考。

胶片尺寸：５ｉｎ×７ｉｎ或８ｉｎ×１０ｉｎ。

中心线：对准下颌角垂直射入暗盒中心。

距离：９０～１２０ｃｍ。

显示部位：Ｃ１～７椎体及椎间孔、椎弓根、钩椎小关节。

第一种方法是：暗盒直放在胸片架上，其上缘和外耳同高，

被检者立位于胸片架前，下颌略向内收，使颈椎矢状轴与暗盒

平行，转体使人体冠状面与暗盒成４５°角，头部沿转体方向旋转

１５°。

第二种方法是：患者取坐位或立位，摄后前斜位时被检对

侧靠近暗盒，摄前后斜位时被检侧靠近暗盒，身体冠状面与胶片

成４５°～５０°，投照右斜位时被检者头部向左转１５°，相反投照左斜

位时向右转１５°，使头颅矢状面与胶片成１５°，双肩自然下垂。

第三种方法是：患者背向于摄片架前，使身体与暗盒呈４５°

角，颈椎置于胶片正中，矢状线与暗盒平行，再旋转头部３０°～

３５°角呈接近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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