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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三大常见

心血管疾病!系因深静脉血栓栓子经右心流入到肺动

脉及其分支!影响肺组织的血液供应而产生一系列临

床症状及体征&近几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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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病率有所增加!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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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两者的治疗方案和预后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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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和
*H+)

!对临床

明确诊断和制订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

已有较多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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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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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血管成像技术对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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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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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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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g%<$C '%<C#g%<"" -$<%%!$<@%,

心率%次#分&

@!<,!g"$<"@ @%<&$g#<%, -$<!,&$<!!"

下肢
QE)

"

%例&

!

%

!

#

'"

&

'

%

'

#

"!

&

$<&"%

0

$<C%C

近期手术史%例&

%

%

%

#

'"

&

"

%

"

#

"!

&

$<!"C

0

$<C@%

高危-

%例&

'

%

'

#

'"

&

'

%

'

#

"!

&

$<"',

0

$<@'$

Q.'

聚体%

/

7

#

I

&

"'<$@g""<@C "<&Cg"<'$ -C<#,%$<$$$

注(

"

QE)

为深静脉血栓"

-本研究中高危指潜在恶性肿瘤患者!

即
!

项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甲胎蛋白$糖类抗原
*>",,

和
*>"'!

$

胃癌抗原
*>@'C

&检查有异常改变者"括号内为组内占比"

0统计量为

+

'值!年龄$心率和
Q.'

聚体的统计量均为
&

值!体质指数的统计量为
%

值"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
g

四分位数间距表示"

表
'

!

两组的图像质量评分及辐射剂量的对比

指标
>H+) *H+)

统计量
"

值

图像质量评分
C<"g$<& C<'g$<! -$<"!C$<#@@

*UJ %!C<"%g%$<,# %!'<$!g%$<&& $<",# $<#CC

GUJ C,<"!g&<!@ C#<$'g@<'' $<C#& $<&%$

QIH

"

"%,<#&g""<$" "%#<&@g""<&@ $<@,@ $<"!!

*+Q?V:2

%

/(

O

&

%<!$g$<'% %<C,g$<'' $<$!' $<,!,

)Q

%

/GV

&

"<,%g$<"# "<,"g$<", $<',, $<@&@

注(

"

QIH

的单位为
/(

O

+

3/

"图像质量评分的统计量为
&

值!

其它参数的统计量为
%

值"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
g

四分位数间距表示"

两组中肺栓子相关指标的测量值及统计分析结果

见表
%

&两组中栓子直径和双侧
H)

出现率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

#

$<$!

$&

>H+)

组中
@

例的
JEY

(

IEY

#

"

!最高值为
"<C%

%

*H+)

组中
'

例的
JEY

(

IEY

#

"

%两组间
JEY

(

IEY

值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H+)

组中肺栓子的
*+增强#

'

*+

#

?*

#

J

*+

#

J

'

*+

和
J

*+

值均明显高于
>H+)

组"图
%

"

C

$!组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表
%

!

两组间栓子相关指标的对比

指标
>H+) *H+) %

#

&

值
"

值

直径%

//

&

""<@Cg%<'$ "'<#$g!<", -$<@!" $<C!#

双侧
H)

%例&

"%

%

"%

#

'"

&

"$

%

"$

#

"!

&

$<$#&

0

$<@&,

JEY

#

IEY $<,,g$<"C $<,$g$<$, -'<"%& $<$%%

*+

增强%

TS

&

%%<,#g"$<%" !%<,$g@<&C -'<!$% $<$"'

'

*+

%

TS

&

'"<$$g,<"$ %%<&%g@<%C -!<$!!

$

$<$$"

?*

%

/

7

#

/I

&

"<"Cg$<C# "<#Cg$<C, -C<,!#

$

$<$$"

J

*+

$<"%!g$<$&@ $<",$g$<$%C -C<%#"

$

$<$$"

J

'

*+

$<$',g$<$$@ $<$,&g$<$%' -!<$'%

$

$<$$"

J

?*

$<"$&g$<$%# $<"!@g$<$C@ -C<C"%

$

$<$$"

注(括号内为组内占比"

0统计量为
+

' 值!直径对应统计量为
;

值!

其它参数各统计量为
&

值"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
g

四分位数间距表
示"

讨
!

论

*+

肺血管成像联合
Q)*+

肺灌注成像技术能够

明确诊断栓塞的位置及肺部低灌注缺血区!但大多数

研究较少关注
Q)*+

技术对
>H+)

和
*H+)

的鉴别

诊断&本组研究中采用
Q)*+

肺血管成像技术对

>H+)

和
*H+)

患者进行观察!结果显示'

*H+)

组中

肺栓子的
*+增强#

'

*+

#

?*

#

J

*+

#

J

'

*+

和
J

*+

值均明显

高于
>H+)

组"图
%

"

C

$!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

$&因此能够帮助临床区分
>H+)

和
*H+)

!

进而提高临床诊断准确性和治疗方案的有效性&

>H+)

组的
Q.'

聚体浓度为"

"'<$@g""<@C

$

/

7

(

I

!显

著高于
*H+)

组的测量值"

"<&Cg"<'$

$

/

7

(

I

!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
Q.

二聚体筛查试验

"正常值上限
$<!/

7

(

I

$是一个高度敏感但非特异性

的方法!其它情况下"高龄#妊娠#创伤#术后#炎症和癌

症$也可能存在
Q.

二聚体水平升高)

,

*

!因此此指标并

不能可靠的鉴别
>H+)

和
*H+)

&

当肺动脉压力增高使得右心室后负荷增加!逐渐

导致右心室扩大!同时在神经体液因素的作用下!造成

右心室功能障碍!继而使室间隔左

移#压迫左心室!最终可能导致左室

收缩功能不全#甚至发生心源性休

克)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H+)

和
*H+)

组 中 分 别 有
@

例

"

%%<%%a

$和
'

例"

"%<%%a

$患者的

JEY

(

IEY

#

"

!两组中
JEY

(

IEY

值

分别为
$<,,g$<"C

和
$<,$g$<$,

!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有研究者认为
JEY

(

IEY

值有助于

评估
H)

患者的预后和风险程度!帮

GJCD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J0Y1:2HL03;135

!

Q53'$"#

!

E:2%%

!

U:<"'



图
'

!

女!

!&

岁!突发胸闷气短!临床确诊为
>H+)

患者"

0

&

@$d5E

单能量图像!右肺动脉干内栓子的
*+

值为
'$<!TS

'

X

&

]G?

图像!右肺动脉干内栓子的
*+

值为
"C<'TS

!

'

*+

值为
&<%TS

'

3

&碘%水&图像!右

肺动脉干内栓子的
?*

值为
$<'%/

7

#

/I

"

!

图
%

!

男!

&#

岁!咳嗽$咳痰$气短
!

月余!临床确诊为
*H+)

患

者"

0

&

@$d5E

单能量图像!右肺动脉内栓子的
*+

值为
!#<@TS

'

X

&

]G?

图像!右肺动脉内栓子的
*+

值为

"#<,TS

!

'

*+

值为
%,<#TS

'

3

&碘%水&图像!右肺动脉干内栓子的
?*

值为
"<@"/

7

#

/I

"

助临床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此比值大于
"

提示预后

不佳!而当此比值
#

"<'

时患者
%$

天内的死亡风险增

加
&

倍)

"'."%

*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

34L:613

;4L:/X:5/X:213

F

82/:60L

O

4

OF

5L;56M1:6

!

*+)HT

$

是由于
H)

患者经治疗后肺动脉栓子未完全溶解!导

致进行性肺动脉血栓形成#肺动脉重塑!最终使得肺血

管阻力增高!肺动脉压力渐进性增高&本研究中
'

例

>H+)

经治疗后栓子未完全溶解!逐渐发展为慢性状

态!继发发生血流动力学改变!最终导致慢性肺动脉高

压!发展为
*+)HT

&随着手术技术和诊断方法的进

步!肺血栓内膜切除术"

H)>

$作为
*+)HT

的首选治

疗方法!术后多数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心功能及活动耐

量有显著改善)

"C

*

&而经皮球囊肺血管成形术"

X022::6

F

82/:60L

O

06

7

1:

F

20M;

O

!

=H>

$主要应用于慢性肺栓塞

合并肺动脉高压且无法行肺动脉内膜切除术的患者!

但需要准确诊断
H)

的分期及选择合理的时间段进行

手术才能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

*

&

>H+)

患者经适当

的抗凝药物治疗后栓子可以完全消除!而
*H+)

则需

要手术干预)

%

*

&因此!如果能够在最初的
Q)*+

扫描

中区分
>H+)

和
*H+)

!可以帮助临床医师指导治疗

策略!最终改善
H)

患者的预后和降低死亡率&

国外有研究者认为
Q)*+

肺动脉血管成像上栓

子的类型#有无钙化#栓子与动脉壁的夹角#血管闭塞

或狭窄情况及栓塞再通等征象可鉴别
>H+)

和

*H+)

)

"&

*

&

>+H)

栓子呈中心性或偏心性充盈缺损!

可见+马球征,或+轨道征,!而
*+H)

栓子呈新月形充

盈缺损%

>H+)

栓子与毗邻血管壁形成锐角!

*+H)

栓

子与毗邻血管壁成钝角%

>H+)

栓子少有钙化!

*+H)

栓子常伴有钙化灶!且内膜增厚#有网状条带状纤维组

织形成%

>+H)

血管管径正常或者增宽!

*+H)

栓塞近

端血管管径正常!远端管径缩小%肺灌注成像显示

*+H)

患者的受累肺组织呈马赛克样表现&但是!需

要指出!尽管
>H+)

和
*H+)

的上述征象间有一定差

异!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b1;;L0/

等)

"@

*提出
*+)

由于其组织中血红蛋白浓度增高和钙盐沉积!密度增

加&

*+H)

患者栓子的碘浓度较
>+H)

患者高!系因

*+H)

患者栓塞处肺动脉壁内膜增厚!纤维组织增多!

血供更丰富&本研究测量结果显示!在最佳单能量

@$D5E

图像上
*+H)

组中栓子的的
*+增强#

'

*+

#

?*

#

J

*+

#

J

'

*+

和
J

*+

值均高于
>H+)

组!与
b1;;L0/

等)

"@

*

的研究结果一致&但当肺栓塞患者伴有钙化时!通过

对比栓子的
*+

值并不能可靠鉴别
>H+)

和
*H+)

!

此时!测量栓子的
?*

值来进行鉴别诊断则更加准确&

虽然所有研究对象均使用相同条件进行
Q)*+

扫描!

但增强的总体程度受特定血流动力学的影响!因此计

算栓子与肺动脉的
*+增强#

'

*+

#

?*

值的比值"

J

*+

#

IJCD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J0Y1:2HL03;135

!

Q53'$"#

!

E:2%%

!

U:<"'



J

'

*+

和
J

*+

$可减少血液动力学对参数测量值的影响&

本研究有以下不足之处'虽然总体样本量为
"#$

例!但符合本实验要求的病例数较少!在肺动脉干栓塞

处测量相关数据时!

JK?

椭圆形面积不可能完全相

等!并且部分研究对象的肺动脉干栓塞处最大截面直

径较小!数值测量可能有一定的误差%再者未对栓子的

类型#栓子与动脉壁形成角度大小#栓塞是否伴有钙

化#血管闭塞或狭窄程度等进行定量分析!在今后的研

究中将进一步深入分析&

总之!通过
Q)*+

技术定量分析栓子的
*+

#

'

*+

和
?*

值!结合栓子的类型#与动脉壁的夹角#是

否伴有钙化及局部血管闭塞或狭窄#栓塞再通等特点!

能够较准确地鉴别
>H+)

和
*H+)

!指导临床选取合

理的治疗方案!改善患者的预后&

参考文献!

)

"

*

!

H165MA]

!

)V5L5;; bb<H82/:60L

O

5/X:21M/ 06YY55

F

V516

;4L:/X:M1M

'

5V1Y5635.X0M5Y5/5L

7

563

O

30L5

'

Y10

7

6:M;13;5M;16

7

06Y32161302Y531M1:6L825M

)

J

*

<I0635;

'

=203DZ522H8X21M416

7

I;Y

!

'$"'

'

"%#!."#C&<

)

'

*

!

dL8;/06]

!

b:2:MD5LU

!

d8\6153G

!

5;02<J1MD:W0M

O

/

F

;:/0;13

F

82/:60L

O

5/X:21M/16

F

0;156;MZ1;4Y55

F

V56:8M;4L:/X:M1M

)

A

*

<AE0M3G8L

7

E56:8MI

O

/

F

40;Q1M:LY

!

'$"%

!

"

"

C

$'

%@$.%@!<

)

%

*

!

G40

F

1L:UI

!

=40;;GT<*L1;1302L5V15Z06Y8

F

Y0;5:6;45;L50;.

/56;:W038;506Y34L:613

F

82/:60L

O

5/X:21M/

)

A

*

<AH40L/

HL03;

!

'$"&

!

',

"

"

$'

%!.C!<

)

C

*

!

沈起钧!彭志毅!单嫣娜!等
<

双源
*+

双能量肺动脉成像结合灌注

血池容积技术评价急性肺栓塞的初步研究)

A

*

<

临床放射学杂

志!

'$"C

!

%%

"

"

$'

%C.%#<

)

!

*

!

朱建国!郭亮
<

双源
*+

软件对肺栓塞诊断的应用)

A

*

<

放射学实

践!

'$"C

!

'#

"

"$

$'

""&@.""@'<

)

&

*

!

d:6M;06;161Y5MG

!

+:LX13D1>

!

>

7

65221(

!

5;02<*:LL1

7

56Y8/;:

'$"C)G*(81Y52165M:6;45Y10

7

6:M1M06Y/060

7

5/56;:W038;5

F

82/:60L

O

5/X:21M/

)

A

*

<)8LT50L;A

!

'$"!

!

%&

"

%,

$'

'&C'.'&&&<

)

@

*

!

(:;;MY025>

!

G;516HQ

!

(::Y/06IJ

!

5;02<KV5LV15Z:W

F

L:M

F

53.

;1V516V5M;1

7

0;1:6:W

F

82/:60L

O

5/X:21M/Y10

7

6:M1M

)

)

A

*

<G5/16

U832]5Y

!

'$$'

!

%'

"

%

$'

"@%."#'<

)

#

*

!

]0;M8:D0G

!

T86M0D5L>J

!

(122JJ

!

5;02<E0M3820L5640635/56;

06Y1/0

7

5

[

8021;

O

:W]Q*+

F

82/:60L

O

06

7

1:

7

L0

F

4

O

16C$$30.

M5M

'

3:/

F

0L1M:6:WM;06Y0LY06Y2:Z D12:V:2;0

7

5M5;;16

7

M

)

A

*

<

>AJ

!

'$$,

!

",'

"

&

$'

"&!"."&!&<

)

,

*

!

d522

O

A

!

J8YY>

!

I5Z1MJJ

!

5;02<H20M/0Q.Q1/5LM16;45Y10

7

6:.

M1M:WV56:8M;4L:/X:5/X:21M/

)

A

*

<>L34?6;5L6]5Y

!

'$$'

!

"&'

"

@

$'

@C@.@!&<

)

"$

*

!

杨涛!何建国
<

影像学技术评价肺动脉高压右心功能的研究进展

)

A

*

<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

'$"'

!

C

"

"'

$'

',.%%<

)

""

*

!

>L

7

1L1:8]

!

]1DL:821MQ

!

G0D5220L1Y1M+

!

5;02<>38;5

F

L5MM8L5:.

V5L2:0Y:W;45L1

7

4;V56;L1325

---

3:/

F

0L1M:6:W;Z:/:Y52M:W

L1

7

4;.25W;M486;

!

H82/:60L

O

0L;5L

O

;:25W;0;L18/06YL1

7

4;0;L18/

;:25W;0;L18/

'

59

F

5L1/56;02M;8Y

O

)

A

*

<A*0LY1:;4:L03G8L

7

!

'$""

!

&

"

"

$'

"."$<

)

"'

*

!

Q:

7

06 T

!

J::M>Q

!

(5251

R

16MA

!

5;02<+45L:25:W3:/

F

8;5Y

;:/:

7

L0

F

4

O

16;45Y10

7

6:M1M:W038;506Y34L:613

F

82/:60L

O

5/.

X:21M/

)

A

*

<Q10

7

6?6;5LVJ0Y1:2

!

'$"!

!

'"

"

C

$'

%$@.%"&<

)

"%

*

!

赵艳娥!周长圣!唐春香!等
<

基于双能量
*+

肺灌注成像的相对

强化值评估肺动脉栓塞短期预后的价值)

A

*

<

放射学实践!

'$"&

!

%"

"

,

$'

#$C.#$@<

)

"C

*

!

E:6DU::LY5

7

L00W>

!

=:

7

00LY TA<T

OF

5L;56M1:6

'

M8L

7

5L

O

L5.

/016M;L50;/56;:W34:135W:L*+)HT

)

A

*

<U0;J5V*0LY1:2

!

'$"&

!

"%

"

C

$'

"##."#,<

)

"!

*

!

]034830+

!

Y5H5LL:;]<b456;:L5W5L0

F

0;156;Z1;434L:613

;4L:/X:5/X:213

F

82/:60L

O

4

OF

5L;56M1:6W:L

F

82/:60L

O

56Y0L.

;5L53;:/

O

)

A

*

<*06A*0LY1:2

!

'$"!

!

%"

"

C

$'

!$,.!"C<

)

"&

*

!

J8

77

15L:>

!

G3L50;:6UA<?/0

7

16

7

:W038;506Y34L:613;4L:/X:.

5/X:213Y1M50M5

'

M;0;5:W;450L;

)

A

*

<*216J0Y1:2

!

'$"@

!

@'

"

!

$'

%@!.%##<

)

"@

*

!

b1;;L0/*

!

]045L]]

!

T02

F

5L6)_

!

5;02<>;;5680;1:6:W038;5

06Y34L:613

F

82/:60L

O

5/X:21

)

A

*

<J0Y1:2:

7O

!

'$$!

!

'%!

"

%

$'

"$!$."$!C<

"收稿日期'

'$"#.$!.$C

!

修回日期'

'$"#.$&.'%

$

JJCD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J0Y1:2HL03;135

!

Q53'$"#

!

E:2%%

!

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