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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Ｔ增强扫描通过注入碘对比剂，使病变组织和邻近正常

组织的密度差增大，不仅可以提供病变部位的血供和血流动力

学变化信息，还可以观察病灶与邻近血管之间的关系，在病灶

的检出、病变的定位和定性诊断、手术指导及疗效评估方面发

挥着重大作用［１］。然而，ＣＴ辐射对人体可能产生的危害亦已

引起社会关注，Ｘ射线的损害程度与辐射剂量有关，患者所接

受的辐射剂量越大，受到的损害越大。随着碘对比剂的广泛应

用，其造成的危害越来越引起临床重视。碘对比剂的主要副反

应是对肾功能的损害———对比剂肾病，其已经成为医源性急性

肾衰竭的第三大病因［２］。据文献报道［３］对比剂肾病的发生率

与碘对比剂总量和浓度呈正相关。此外，高浓度对比剂亦可对

血液系统造成危害。因此，降低ＣＴ增强扫描中的辐射剂量和

对比剂用量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新检查模式或方法符合“关爱

患者安全”的基本原则。

理论上，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辐射剂量与管电

压（ｋＶ）的平方成正比，因此，可以通过降低ｋＶ实现辐射剂量

的降低。然而，低ｋＶ扫描同时伴随图像噪声的增加，会导致信

噪比和对比噪声比减小，从而影响图像质量［４］。多种迭代重建

算法［５８］（如ＧＥ公司的 ＡＳｉＲ、Ｓｉｅｍｅｎｓ公司的ＳＡＦＩＲＥ、Ｐｈｉｌｉｐｓ

公司的ｉＤｏｓｅ及Ｔｏｓｈｉｂａ公司的 ＡＲＴ）可以在降低辐射剂量的

同时一定程度上减少图像噪声，从而提高图像质量。本期重点

号葛东泉等［９］综述了低ｋＶ联合迭代重建算法在全身各部位

ＣＴ检查中的应用，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同时明显减低患者所受

辐射剂量。此外，低ｋＶ扫描还可以提高相同浓度对比剂的ＣＴ

值，这使应用低对比剂量、低ｋＶ扫描获得满足临床诊断要求的

图像质量成为可能。对比剂低剂量的概念包括低浓度对比剂

和低剂量（容积）对比剂。对比剂总量的降低可以通过减少对

比剂用量或应用低浓度对比剂来实现。在保证一定的碘总量

和碘流率，具备迭代算法的前提下，双低技术可以保证ＣＴ增强

图像满足诊断要求。

目前，低ｋＶ和低浓度对比剂的ＣＴ扫描技术已经成为国

内外研究的热点。多数学者将目光集中在ＣＴ血管成像的研究

中。ＣＴ冠状动脉成像是冠脉病变首选的无创性筛查手段，在

临床广泛应用。本期重点号陈凯等［１０］研究发现，对于身体体质

指数（ＢＭＩ）≤２５ｋｇ／ｍ
２ 的患者，在ＣＴ冠状动脉成像中，低管电

压（１００ｋＶ）低碘浓度对比剂（２７０ｍｇＩ／ｍＬ）组与常规管电压

（１２０ｋＶ）对比剂（３７０ｍｇＩ／ｍＬ）组相比，辐射剂量和对比剂量

明显降低，而图像质量相同，完全可以满足临床的需要。Ｓｕｎ

等［１１］研究表明将低ｋＶ低浓度对比剂ＣＴ冠状动脉成像应用于

２６ｋｇ／ｍ
２
≤ＢＭＩ≤３０ｋｇ／ｍ

２ 的患者群体，可获得与常规扫描相

同的图像质量。本期重点号吕仁锋等［１２］的研究指出，低ｋＶ和

等渗低浓度对比剂结合高清共轭采集技术对冠脉钙化斑块和

支架内部显示情况优于常规扫描技术，有助于提高冠状动脉狭

窄程度测量的准确性。本期重点号李明志等［１３］在非迭代重建

条件下，对低ｋＶ低对比剂量ＣＴ扫描技术进行尝试，发现在

ＢＭＩ＜２４ｋｇ／ｍ
２ 的人群，双低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与常规扫描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满足临床诊断需求，扩大了双低技术

的应用范围。

由于灌注成像需要连续曝光，因此患者所接受的辐射剂量

较大，寻找低剂量优化的扫描方案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努力的方

向。本期重点号王涛等［５］尝试将低ｋＶ联合低浓度对比剂扫描

方案应用于急性脑梗死的ＣＴ灌注成像中，结果显示在双低组

有效辐射剂量较常规扫描组降低了４５％，且碘摄入总量降低

２３％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获得满足诊断需求的图像质量，使脑

灌注ＣＴ检查的辐射剂量控制在更安全的范围内。

由于实质器官本身ＣＴ值不高，噪声的轻微增加也会导致

图像质量的明显下降，这使低ｋＶ扫描技术在实质器官的应用

受到挑战。国内外少数学者对此进行了尝试［６，１４１５］。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等［１５］研究显示应用双低扫描技术可以获得与常规扫描技术相

同的肝实质强化程度。本期重点号吕仁锋等［６］的研究进一步

证实了这个结论，提示双低扫描技术在实质器官（如肝脏）的

ＣＴ增强扫描中亦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低ｋＶ低浓度对比剂ＣＴ扫描技术可以在降低辐射剂量和

对比剂量的前提下获得满足临床需要的影像图像，具有较好的

应用前景。但是目前大多数研究多集中在ＣＴ血管成像方面，

而少数研究者尝试将其应用于实质器官、ＣＴ功能成像方面，但

是由于缺乏大样本研究，使其在临床的推广受到限制。将双低

技术向全身各项检查扩展，制定合理的扫描方案，使更多的患

者受益，是广大放射学者努力的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１］　ＨｅｎｎｅｄｉｇｅＴ，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ｈＳＫ．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ｔ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Ｊ］．Ｃａｎｃｅｒ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３，１２（３）：５３０５４７．

［２］　ＮａｓｈＫ，ＨａｆｅｅｚＡ，Ｈｏｕ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ｒｅｎａｌ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Ｊ］．ＡｍＪＫｉｄｎｅｙＤｉｓ，２００２，３９（５）：９３０９３６．

［３］　ＳｅｅｌｉｇｅｒＥ，ＳｅｎｄｅｓｋｉＭ，ＲｉｈａｌＣＳ，ｅｔ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ＥｕｒＨｅａｒｔＪ，

２０１２，３３（１６）：２００７２０１５．

［４］　ＳｚｕｃｓＦａｒｋａｓＺ，ＫｕｒｍａｎｎＬ，ＳｔｒａｕｔｚＴ，ｅｔ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ａｎｄ

８７９ 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５年１０月第３０卷第１０期　Ｒａｄｉｏ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ｃｔ２０１５，Ｖｏｌ３０，Ｎｏ．１０



ｉｍａｇ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ｏｗｄｏｓｅ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ｇ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１００ａｎｄ８０ｋＶｐ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Ｊ］．ＩｎｖｅｓｔＲａｄｉ

ｏｌ，２００８，４３（１２）：８７１８７６．

［５］　王涛，师毅冰，华荣，等．双低剂量联合迭代重建技术在急性脑梗死

容积ＣＴ全脑灌注成像中的可行性应用［Ｊ］．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５，３０

（１０）：９８０９８４．

［６］　吕仁锋，袁丽萍，李超，等．双源ＣＴ低管电压结合低浓度对比剂在

肝脏增强扫描中的应用［Ｊ］．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５，３０（１０）：９９４９９６．

［７］　ＱｉＬＰ，ＬｉＹ，Ｔ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ｏｓ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ａｇ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ｃｈｅｓｔＣＴｕｓｉｎｇ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ＢｒＪ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２，８５

（１０１８）：９０６９１１．

［８］　ＳｔｅｅｎｂｕｒｇＳＤ，ＰｅｒｓｏｈｎＳ，ＳｈｅｎＣ，ｅｔ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ｉｍａｇ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ｎｔｈ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ｂｌｕｎｔｓｏｌｉｄｏｒｇａｎ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Ｊ］．Ｅｍｅｒｇ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５，２２

（１）：４３５１．

［９］　葛东泉，耿海．低浓度对比剂及低剂量ＣＴ迭代重建技术的应用进

展［Ｊ］．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５，３０（１０）：１００１１００４．

［１０］　陈凯，刘忱，赵汉青，等．双源ＣＴ低管电压技术联合低碘浓度对

比剂在冠状动脉ＣＴＡ检查中的临床应用研究［Ｊ］．放射学实践，

３０（１０）：９９７１０００．

［１１］　ＳｕｎＧ，ＨｏｕＹＢ，ＺｈａｎｇＢ，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ｔｕｂｅｖｏｌｔａｇ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ＣＴ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ｌｏｗｄｏｓｅｉｏｄ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ｇｅｎｔ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ＢＭＩｏｆ２６～３０ｋｇ／ｍ２［Ｊ］．Ｃｌｉｎ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５，７０

（２）：１３８１４５．

［１２］　吕仁锋，徐哲，王拓，等．能谱ＣＴ双低剂量高清共轭采集在冠脉

狭窄诊断中的价值［Ｊ］．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５，３０（１０）：９８５９８８．

［１３］　李明志，于艳妮，武希庆，等．非迭代重建时头颈部双低ＣＴＡ管

电流选择的探索［Ｊ］．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５，３０（１０）：９８９９９３．

［１４］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Ｈ，ＯｋａｄａＭ，ＨｙｏｄｏＴ，ｅｔａｌ．ＣａｎｌｏｗｄｏｓｅＣＴｗｉｔｈｉｔ

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ｂｏｔｈ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ｄｏｓｅａｎｄｔｈｅａ

ｍｏｕｎｔｏｆｉｏｄ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ｍｅｄｉｕｍｉｎ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Ｔ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Ｊ］．ＥｕｒＪ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４，８３（４）：６８４６９１．

［１５］　ＮｏｄａＹ，ＫａｎｅｍａｔｓｕＭ，ＧｏｓｈｉｍａＳ，ｅｔ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ｏｄｉｎｅｌｏａｄ

ｉｎＣ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ｐａｎｃｒｅａｓ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ｔｕｂｅｖｏｌｔａｇｅａｎｄａｎ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Ｊ］．ＪＣｏｍ

ｐｕｔＡｓｓｉｓｔＴｏｍｏｇｒ，２０１４，３８（５）：７１４７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１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９０５）

《放射学实践》杂志微信公众平台开通啦！

　　２０１５年６月，《放射学实践》杂志入选北京大学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共

同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术期刊评价及文献计量学研究”研究成果———《中国

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这是继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之后的第３次入选临床医学／特种医学类核

心期刊。

《放射学实践》杂志微信公众平台立足于准确地传递医学影像领域的最新信息，为关

注医学影像领域的广大人士服务，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平台，以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

等形式与我们互动，分享交流最新的医学影像资讯。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免费阅读及

搜索本刊所有发表过的论文，投稿作者可以查询稿件状态等。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关注《放射学实践》杂志微信公众平台：

１．打开微信，通过“添加朋友”，在搜索栏里直接输入“放射学实践”进行搜索。

２．或者在“查找微信公众号”栏里，输入“放射学实践”，即可找到微信公众号，点击

“关注”，添加到通讯录。

３．打开微信，点击“扫一扫”，将手机镜头对准下面的二维码，扫出后点击关注即可。

期待您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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