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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动脉双点智能追踪法头颅
&'T

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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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采用椎动脉双点智能追踪法行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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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
&'

血管成像%

&'T

&的临床应

用价值!方法!随机选取行头颅
&'T

检查的
8)

例患者"其中
$)

例采用椎动脉双点智能监测法进行扫

描%实验组&"

$)

例采用手动触发法进行扫描%对照组&!选取椎动脉*基底动脉*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

脉*大脑后动脉及眼动脉为目标动脉血管"上矢状窦*直窦及乙状窦为目标静脉血管"测量目标动脉*目

标静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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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同时记录两组的剂量长度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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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组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并进行统计学

分析!结果!实验组与对照组椎动脉*基底动脉*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后动脉*眼动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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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静脉血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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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采用椎动脉双点智能追踪法行单
G@>W-D

头颅

&'T

可显著降低颅内静脉污染"更准确地突显目标动脉"提高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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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脑血管疾病已成为仅次于冠状动脉粥样硬

化性心脏病的人类第二大杀手!也是致残(致死的重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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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简单快速(无创性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在颅内动

脉瘤(血管畸形(肿瘤供血(动脉狭窄(急性血管阻塞性

疾病的诊断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为术后随访提供了更

易于接受的方法!已成为脑血管病
9ET

诊疗前重要的

筛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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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得到高质量的
&'T

图像至

关重要"

常规头颅
&'T

多采取手动触发法启动扫描!但

该方法易受操作者经验等因素影响!造成图像质量参

差不齐"本研究采用寰椎层面双侧椎动脉智能追踪法

进行头颅
&'T

扫描!旨在探讨该方法的临床应用价

值"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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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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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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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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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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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临床怀疑脑血

管病且行头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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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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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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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椎

动脉智能追踪法扫描#实验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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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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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

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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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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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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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手动

触发法扫描#对照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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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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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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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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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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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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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东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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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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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对比剂为碘海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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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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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筒双流高压注射器!通过
!8Y

套管

针经肘前正中静脉注射!注射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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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注入

6)-.

对比剂!再以相同流率注射生理盐水
$)-.

"

患者仰卧于扫描床上!头先进!置于专用的头扫描

架内!嘱患者下颌内收!保证听眦线基本与检查床垂

直!并用固定绑带将患者额头部和下颌分别固定"

实验组和对照组均采用时间减影法"实验组具体

扫描方法&先行正侧位像定位!从侧位像上将监测层面

置于寰椎椎弓根处!扫描监测层面!将兴趣区#

4Q5

%置

于双侧椎孔内#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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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Q5

设置于横突孔内!大小随同

侧横突孔大小而定'再行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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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扫蒙片期扫

描!扫描范围为颅底至颅顶#

!6)--

%!扫描参数&管电

压
!))PG

!管电流自动毫安#

)*#--

层厚条件下标准

差为
!#

%!数据采集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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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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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

转速度
)*#[

$

B

!矩阵
#!(1#!(

!重建算法为
T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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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然后同时启动监测层面的扫描和高压

注射器!分别注入对比剂和生理盐水"当监测平面双

侧椎动脉孔内的任意一个
&'

值达到设定的阈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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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器自动启动扫描!扫描范围(参数与蒙

片期完全相同"对照组蒙片期及增强期的扫描范围(

参数与实验组完全相同!但监测层面为扫描范围的正

中间层面#约鞍上池层面%!不设置
4Q5

!通过人眼观察

监测层面内的血管强化程度!手动启动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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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后处理

将采集完成的图像数据传输至
G=CBD<"

后台工作

站进行后处理以获得脑血管重建图像!重建技术包括

多平面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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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寰椎两侧椎动脉孔分别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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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进行监测!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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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动脉血管
&'

值的分布散点图!

对照组各组数值较分散"集中度不高"实验组动脉
&'

值分布较聚集"集中度较高"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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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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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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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静脉血管
&'

值的分布散点图!对照组各组静脉
&'

值重心明显上移"偏移明显"

静脉污染较重"而实验组分布重心较低"静脉污染较轻"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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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法

检查完成后记录患者的剂量长度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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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采集完成的图像数据传

输至
GCBD<"

后台工作站"采用客观分析结合主观评

价的方法!客观分析分别测量椎动脉(基底动脉(大脑

前动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后动脉(眼动脉以及上矢状

窦(直窦(乙状窦的
&'

值"

主观评价由两位高年资主治医师采用盲法对图像

进行独立阅片!意见不一致时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主

观评价标准采用
#

分制进行评分)

"

*

&

#

分!动脉各级分

支显示清晰!无明显静脉污染'

$

分!动脉各级血管显

示清晰!轻微静脉污染'

"

分!动脉各级血管显示清晰!

部分静脉污染!但不影响诊断'

(

分!动脉各级血管部

分显示不清!或大部分静脉污染!影响诊断'

!

分&动脉

各级血管显示不清!或静脉同等强化不可诊断"

"

分

及以上的图像符合诊断要求"

#*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AEE()*)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

的年龄!椎动脉(基底动脉(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

大脑后动脉(眼动脉(上矢状窦(直窦(乙状窦的
&'

值

及其
E9

值!以及
9.A

和图像质量主观评分的组间比

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C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结
!

果

!*

血管客观评价

分别测量椎动脉(基底动脉(大脑前动脉(大脑中

动脉(大脑后动脉(眼动脉的
&'

值!实验组与对照组

的目标动脉血管
&'

值都在
())O/

以上!且两组间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值均
#

)*)#

!表
!

%"

分别测量上矢状窦(直窦(乙状窦的
&'

值!实验

组目标静脉
&'

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值均
"

)*)#

!表
(

%"

表
!

!

两组目标动脉血管强化
&'

值比较

目标动脉 实验组%

O/

& 对照组%

O/

&

$

值
!

值

椎动脉
$$8*8"a8!*$" $8)*)%a!!(*#) !*$(" )*!#2

基底动脉
$)"*$)a2(*!! $""*##a!)2*88 !*"") )*!8%

大脑前动脉
"#%*26a8(*8" "%#*#%a!)$*!) )*8"% )*$)#

大脑中动脉
$#(*#6a2!*#) $%!*6#a!!8*6) )*8)6 )*$("

大脑后动脉
"$"*8$a8#*%6 "%$*"!a!!$*66 !*"$6 )*!8"

眼动脉
()#*$%a6)*62 ()6*6!a%)*$! )*)%8 )*2"8

表
(

!

两组目标静脉血管强化
&'

值比较

部位 实验组%

O/

& 对照组%

O/

&

$

值
!

值

上矢状窦
!!%*!8a#6*6) !#!*"!a6!*() (*#82 )*)!!

直窦
!$#*$!a6"*)8 !%%*)6a6#*!) (*()8 )*)")

乙状窦
26*$)a$6*"8 !"6*!8a$2*%8 "*628 )*)))

通过
YB<

F

L

F

<?AB=[-

统计软件分别绘制目标动

脉(静脉血管
&'

值的分布散点图!结果显示无论是目

标动脉还是目标静脉!实验组的散点集中度较高!对照

组的散点分布较分散'且对照组目标静脉
&'

值重心

明显上移!表明静脉污染较重#图
(

(

"

%"

(*

图像质量的主观评价

实验组
$)

例病例中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为
#

分者

(%

例!

$

分者
!!

例!

"

分者
(

例!无
(

分及
(

分以下的

病例'对照组
$)

例病例中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为
#

分者

!%

例!

$

分者
!%

例!

"

分者
#

例!

(

分者
!

例!无
!

分病

例"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图像质量均能满足诊断要求"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分别为#

$*6"a

)*#2

%和#

$*(#a)*%8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_

(*$$

!

!_)*)!%

%!表明实验组图像质量明显好于对照

组#图
$

(

#

%"

"*

辐射剂量

实验组的辐射剂量#

9.A

%为#

"6"*8a8*22

%

-Y

J

1

0-

!

对照组为#

"66*#a8*68

%

-Y

J

1

0-

!两组的辐射剂量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_!*$($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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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实验组患者"男"

6$

岁"采用椎动脉双点智能追踪法进行扫描!

<

&

&'T

图像可清晰显示脑动脉各分支"末梢分支血管充盈良好"几乎无静脉血

管干扰(

]

&

&'T

图像可清晰显示右侧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动脉瘤%箭&!

!

图
#

!

对照组患者"女"

##

岁"采用手动触发法进行扫描!

<

&

G4

像示脑动脉

分支显示清晰"末梢分支血管充盈尚可(

]

&侧位像仍可见较多静脉显影!

讨
!

论

影响
&'T

检查成功率和减影效果的关键是把握

峰值扫描的时相和减少运动伪影)

$

*

"本研究实验组采

用的是对比剂自动跟踪法)

#

*

"由于颈部结构复杂!平

扫图像不易鉴别动(静脉及淋巴结!易将
4Q5

误标)

6

*

'

基于
"()

排宽体
&'

优势明显!单次
\@>W-D

容积扫描

即可完成全脑血管
&'T

数据采集!故本研究选取紧

邻颅底且易于识别的寰椎层面双侧椎动脉同时进行监

测!消除移床时间!最大程度地减少机器启动时间"同

时!由于椎动脉的发育特点!椎动脉只占横突孔的一部

分空间!且常常偏心位于横突孔内)

%

*

!故选取
4Q5

时

应尽量大!但不能包含横突孔壁骨性部分"因此!两侧

椎动脉同时监测法可消除因椎动脉发育不良(行径异

常等因素造成的启动延迟)

8

*

"当监测的任一兴趣区

&'

值达到或超过设定的阈值#

())O/

%时!机器会在

固定的时间#

$*#[

%启动数据采集"因此!该法可以较

恒定地测量血管内
&'

值!减少伴行静脉及软组织污

染造成的影响!获得稳定的图像质

量!准确诊断颅内动脉瘤(血管畸

形及肿瘤供血"本研究阈值的选

取主要根据经验值确定!由于对比

剂在血管内的有效峰值浓度时间

段!每秒对
&'

值的贡献率为
#)

!

!))O/

)

2

*

!因此!经过机器
$*#[

的反应时间后!可使颅内动脉
&'

值稳定在
$))

!

6))O/

!以获得优

质图像"同时!也可以根据临床需

要调整阈值!进而得到各种适宜诊

断要求的强化区间"当血管内

&'

值稳定在
"#)

!

#))O/

时!结

合高清磁共振血管内斑块成像!可

以精确诊断动脉狭窄(血管内斑块

等)

!);!!

*

!为临床进一步的优化治疗

提供依据"

本研究对照组同样基于
"()

排容积
&'

宽体优势!启动时间和

响应时间
"

$*#[

!使得技师在图

像采集时通过监测扫描范围的中

间层面#约鞍上池层面%!人眼观察

颈内动脉海绵窦段及双侧大脑中

动脉的强化情况!手动触发启动扫

描及完成扫描'但该种方法受限于

技师的工作经验和对突发状况的

把握能力!图像质量难以保证"国

内学者通过估算法算出最佳脑动

脉时相)

!(

*

!亦可得到较满意的纯动脉图像!但不同的

&'

机型(扫描方法!最佳时相也不尽相同"

本研究的客观评价结果显示两组目标动脉强化的

&'

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目标静脉强化

的
&'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同时!通过

分析各组目标血管的散点分布图!结果显示手动触发

法的各组数值较分散!集中度不高!且各组静脉
&'

值

重心明显上移!偏移明显!静脉污染严重"本研究中实

验组和对照组的图像质量均能满足诊断要求!对照组

的静脉污染虽然高于实验组!但在基于动脉血管性疾

病的诊断方面!未造成较大影响"

另外!本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的均是

!))PG

管电压(自动管电流的模式进行轴面扫描!同

时采用自适应迭代剂量减低算法进行重建!符合国际

放射防护委员会倡导的合理控制辐射剂量的原则)

!"

*

"

对照组在监测中心层面过程中!为了获得更好的效果!

采用了连续曝光模式!辐射剂量稍高于实验组!但两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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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仍有以下不足之处&

#

为了达到图像的强

化效果!两组患者采用的对比剂用量均为
6)-.

!但在

某些低体重(高心输出量患者中有降低对比剂用量的

需求)

!$

!

!#

*

'

$

椎动脉双点智能监测法仅在
"()

排
&'

机型上应用!理论上应可应用于其他机型!但相关扫描

技术(参数还需进一步调整'

%

由于椎动脉孔较细!个

别患者可能会因为高流率注入对比剂(紧张不适等因

素造成监测平面位置轻微偏移!从而混入邻近骨性结

构!此时需根据操作者个人经验及时调整扫描计划"

综上所述!采用椎动脉双点智能追踪法行头颅单

G@>W-D&'T

!有效解决了图像质量不稳定(静脉污染

严重等问题!对快速(有效地获取高质量动脉图像奠定

了技术基础!对诊疗计划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可广泛

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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