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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于老年人!是临床最常见的因骨质疏松引

起的骨折%在压缩性骨折的诊断中!骨折发生时间的

判断对临床治疗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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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体骨折的修

复过程不同于长骨!无骨皮质骨痂形成!因此常规的放

射检查在确定其是新鲜或是陈旧性骨折上存在困难%

磁共振传统对比成像可以通过观察骨髓水肿的方法判

断骨折发生时间!但信号的高低变化完全基于主观判

断!并不能广泛推广%扩散加权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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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分析能更全面的反映数据组成和分布!在肿瘤

鉴别诊断中的价值已有报道'

)

!

&

(

!本研究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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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直方图在骨折时间确定中的应用%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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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

为胸腰椎单纯压缩性骨折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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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受伤当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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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
%"

天对研究对象进

行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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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序列!扫描参数&矢状面

定位!视野
$,

$

$&3<

!回波时间
&-<O

!重复时间

9)""<O

!矩阵
,--l,,9

!层厚
9<<

!间距
!<<

!带宽

9!1&#Ib\

!激励次数
9

*

"

.a0

序列!扫描参数&矢状

面定位!视野
$,

$

$&3<

!回波时间
-&<O

!重复时间

9)""<O

!

W

值
&""O

"

<<

,

!矩阵
%&l!,-

!层厚
9<<

!

间距
!<<

!带宽
!&#Ib\

!激励次数
9

!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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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定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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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析及直方图

扫描完成的图像在
TK*a91&

工作站上进行后

处理%两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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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骨关节放射科医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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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勾画骨折的整个范围!对不同天数时骨

折椎体的
*.8

值生成直方图!同时计算包括平均值)

中位数)标准差)峰度值和偏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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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分析

使用
7C77!%1"

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
j

标准差

表示%采用
I+7

检验分析数据的正态分布性!检验结

果服从正态分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比较不同天数

时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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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

值和
*.8

值直方图参数#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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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骨折的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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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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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结
!

果

影像表现及直方图定量参数在
7;0(

序列上!压

缩性骨折早期信号升高!随着愈合过程的进展!信号逐

渐下降!影像表现及
*.8

值直方图如图
!

%正常椎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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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骨折椎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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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骨折椎体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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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

值)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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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峰度值

及偏度值结果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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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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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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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直方图
*.8

平均值具有最大的诊断效

能%

讨
!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时期椎体压缩骨折
*.8

值

的直方图中!平均值和中位数均存在不同!其中平均值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最高%本研究探讨了整个骨折区

*.8

值的变化及分布特点!因此对病变区进行了更全

面和准确的分析%在笔者的搜索范围内!这是首次采

用
*.8

值直方图的方法进行不同时期骨折的鉴别%

椎体主要由松质骨组成!骨折愈合过程是骨细胞

和毛细血管增生)堆积新骨进行修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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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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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观察骨折愈合过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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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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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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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见椎体形态变为楔形&被压缩椎体的信号升

高"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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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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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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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被压缩的椎体信号升高"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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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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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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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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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被压缩椎体的信号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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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箭#!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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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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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8

直方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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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
$"@

(

%"@

时
(/0

的
*.8

平均值(直方图
*.8

平均值及
*.8

值中位

数箱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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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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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的
*.8

平均值"蓝线#(直方图
*.8

平均值"红线#及

*.8

值中位数"绿线#对新鲜陈旧骨折鉴别的
(/8

分析'

肿的变化判断骨折时间!但这种方法较为主观!另外受

扫描参数影响较大!因此本研究采用相对客观的定量

的方法!探讨对水分子扩散程度的量化是否能反映骨

折时间%研究发现在骨折
$"@

时!基于
(/0

的方法得

到的
*.8

值明显高于正常椎体!可能原因是骨小梁

是交织的网状结构!正常情况下水分子扩散会受到阻

碍!而骨折以后骨小梁断裂!使水分子的扩散更为自

由!同时水肿的存在也使
*.8

值升高%随着骨折的

愈合!骨细胞和毛细血管增生)新骨的形成!水分子活

动又受到限制!致使在
%"@

时测量得到的
*.8

值降

低%这与以前报道的结果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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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完整的描述整个骨折区
*.8

值的变化!

本研究勾勒的骨折整体范围!并分别以
*.8

值和相

同范围内的像素值作为
=

轴和
g

轴!测量整个骨折区

的平均信号值)像素数以及像素数变化范围而进行直

方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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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图的均数和中位数可以反映数据

的集中趋势和平均水平%本研究结果发现骨折
$"@

时

的均数和中位数均高于
%"@

时!这也表明骨折
*.8

值变化的整体趋势%同时!

平均值的诊断效能高于中

位数!这与以前类似研究的

数据分析结果一致%骨折

后骨内结构复杂!既有出血

水肿!同时存在修复!因此

平均值能反映整体数据的

特点!而中位数虽然不受最

大值及最小值的影响!但受

数据分布的影响!因此变异

度较大%标准差是表明数

据偏离平均值的分散程度!

越大表明越不均匀%本研

究中
$"@

时的
*.8

值的标

准差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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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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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组分更为不均匀!但无统计学差异%直方图的峰度

值可描述病变总体中数据分布形态的陡缓程度!以正

态分布作为参照!正峰度表示数据分布比正态分布更

尖锐!而负峰度则表示更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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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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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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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分布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峰度值之间并无

显著差异%姚伟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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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肿瘤内部的峰度值显著

升高!但骨折的椎体内组织成分多样!修复过程并不存

在肿瘤组织内部的高异质性!因此峰度值并无差异%

偏度值描述病变特征值分布对称的统计量!表明分布

相对平均值的不对称程度'

!,

!

!$

(

!同样以正态分布做为

参照!向右向左分别对应正负偏度%本研究中
$"@

及

%"@

的分布均偏向左侧!即表现为负偏度%综上!本研

究采用
*.8

直方图的方法!得到了比传统的基于

(/0

的方法相比!获得了更多的诊断参数!且其中直

方图
*.8

值的诊断效能更高%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因为在随访

过程中存在很大比例的失访!因此总体样本量较小!需

要大样本量进行验证%其次!因矢状面扩散存在一定

的图像变形!虽然按照
7;0(

序列上的骨折范围在

*.8

图上进行勾勒!但不可避免会存在误差%再次!

本研究仅分析骨折的最大层面的二维特征!未能分析

整体三维特征的鉴别价值'

!9

(

!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探

讨%

总之!

*.8

直方图参数分析能有效区分新鲜骨折

及陈旧骨折!其中!平均值有最高的诊断效能!为临床

鉴别诊断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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