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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测量腰背部肌肉面积的可重复性"分析不同椎体层面腰大肌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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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腰背部肌肉面积重复性好"可常规应用于临

床!不同层面腰大肌面积的参考值不能替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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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横轴面
-.

图像腰背部肌肉测量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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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弓根层面

椎旁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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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突层面腰大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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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体上缘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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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体下缘层

面!

!!

骨骼肌是人体正常生理活动的基础!在保持体位(

保护重要内脏器官及机体内环境稳态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大量研究表明!骨骼肌

含量尤其是腰背部肌肉含量!与肿瘤(肝硬化等疾病的

死亡率(术后并发症(住院时间等密切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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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术前客观地测量患者腰背部肌肉已成为临床医师

越来越关注的焦点"目前测量肌肉含量的方法较多!

主要有生物电阻抗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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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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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轴位肌肉面积反应肌肉含量较为准确"目前

有关
-.

测量腰背部肌肉面积重复性的研究国内外鲜

有报道"本研究通过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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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上椎旁肌和腰

大肌面积!旨在探讨其测量结果的可重复性!并分析不

同层面腰大肌面积有无差异!为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奠

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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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资料

研究对象为因各种原因来我院行腹部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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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查的患者!随机选取年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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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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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排除影响肌肉含量的各

种因素!如营养不良(长期卧床(器官衰竭(慢性炎症(

内分泌疾病(恶性肿瘤(脑血管疾

病(服用影响肌肉含量的药物%如

糖皮质激素(甲状腺素(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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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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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薄层图像"扫描范围自膈顶至耻

骨联合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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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和分析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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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通过手

动勾勒肌肉轮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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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

测量椎旁肌或腰大肌的面积"选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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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弓根水平测量椎旁肌肉

面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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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界为脊柱及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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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体上缘水平定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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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测量者间各层面腰背部肌肉面积测量值的重复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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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体上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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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体下缘层面通过定位像进

行定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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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位经过培训的测量者分别独立进行测量!记

录测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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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后!由其中一位测量者再次按照

同样的方法重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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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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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与
,

"

横突(

,

&

上缘(

,

&

下缘层面腰大肌面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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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面积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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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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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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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两位测量者间各层面腰背部肌肉面积测量值的一

致性较好%表
!

'!同一测量者前后两次的腰背部肌肉面

积测量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值均
"

*D*%

!表
$

'"

各层面肌肉面积
"

次测量结果的平均值分别为

%

"$D&" _ #D#5

'

'(

$

%

.

!$

'(

%

!5D%!_ 4D5)

'

'(

$

%

,

"

'(

%

$$D)#_)D%#

'

'(

$

%

,

&

上缘'(

%

$%D54_#D*&

'

'(

$

%

,

&

下缘'$

.

!$

椎弓根层面椎旁肌肉面积与
,

"

横

突(

,

&

上缘(

,

&

下缘层面腰大肌

面积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表
"

'$

,

"

横突(

,

&

上缘(

,

&

下缘层面腰大

肌面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值
`

5D44

!

!

值
*̀D**!

'"

讨
!

论

肌少症最初由
1>\9M0<W@M6

[@>

Q

定义!指随着年龄增长出现

肌肉含量减少和肌力下降等改

表
$

!

同一测量者前后两次腰背部肌肉面积测量值的比较结果

测量层面 第
!

次%

'(

$

& 第
$

次%

'(

$

&

$

值
!

值

.

!$

"$D&*_!*D!! "$D&"_!*D*# E*D&*)*D4)4

,

"

!5D&5_4D)# !5D"$_4D55 !D)"# *D*54

,

&

上缘
$$D5)_)D%# $$D)%_)D5! E*D5)#*D&"4

,

&

下缘
$%D5&_#D!5 $%D5!_#D*5 *D&)" *D4"$

表
"

!

不同层面腰大肌面积的相关性分析

腰大肌
.

!$

椎旁肌

' !

值

,

"

*D5%#

"

*D***!

,

&

上缘
*D54*

"

*D***!

,

&

下缘
*D5&%

"

*D***!

变)

4

*

!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

V@

等)

5

*研究表明肌肉含

量与骨密度呈显著正相关!肌少症患者发生骨量减少

或骨质疏松症的概率明显增高"周学锋等)

)

*研究表明

肌少症对老年慢性心衰患者的远期预后存在显著影

响!判断是否合并肌少症有利于心衰患者的进一步危

险分级和辅助治疗"除此以外!肌少症还与肿瘤患者

预后相关!

C8H8(G>8

等)

#

*研究表明肌少症是非小细

胞肺癌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独立预测因子"最近有

研究表明合并肌少症的肝癌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更

长)

!*

*

"

目前测量肌肉含量的方法主要包括
1̂J

(

3PJ

(

-.

(

/01

)

!!

*

"

1̂J

价格低廉!操作简便!广泛应用于

人体成分的测量$但该方法受人体含水量影响明显!重

复性差!准确性较低)

!$

*

"

3PJ

扫描操作简单且辐射

B#D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08;9<:=>8'?9'@

!

/8

A

$*!#

!

B<:"&

!

C<D%



剂量相对较小)

!"

*

!但不能直接测定肌肉含量!结缔组

织(纤维组织(水及脏器也会被计作肌肉含量)

!&

*

"

/01

能准确测量肌肉含量!但费用昂贵!检查时间长!

并且有金属物植入属禁忌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

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

!%

*

"

-.

在肌肉研究中的重要性

越来越明显!不仅可以进行纹理分析)

!4

*

!还可通过测

量轴位肌肉面积来反映肌肉含量!是评估肌肉含量的

准确方法!除此之外!该方法还可测量肌肉密度"

以往评估肌肉含量主要是测量四肢肌肉)

!5

!

!)

*

!但

近年来有研究表明腰背部肌肉含量与腰椎骨密度密切

相关)

!#

*

"除影响骨密度外!腰背部肌肉还与患者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和存活率密切相关)

$*

!

$!

*

"但目前
-.

测

量腰背部肌肉的部位尚不统一!主要包括
.

!$

(

,

"

(

,

&

等)

$$

*

!

.

!$

椎体层面主要测量椎旁肌或单层轴位全部

骨骼肌面积)

$"

!

$&

*

!

,

"

(

,

&

层面主要测量腰大肌厚度(腰

大肌或单层轴位全部骨骼肌面积)

$$

!

$%

*

"

本研究通过手动勾勒肌肉轮廓的方法测量腰背部

肌肉面积!结果表明不同测量者测量的椎旁肌肉及腰

大肌面积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同一测量者前后两次

测量的椎旁肌肉及腰大肌面积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表明不同测量者间以及同一测量者不同时间测量腰背

部肌肉面积的一致性较好!螺旋
-.

测量腰背部肌肉

面积具有很好的可重复性"以往文献报道椎旁肌肉面

积及腰大肌面积与全身肌肉含量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可反映全身肌肉含量)

$&

*

"因此!对于行腹部
-.

检查

的患者!不仅可了解患者的腹部疾病情况!同时还可了

解患者腰背部肌肉含量!进而帮助临床医师预测肝癌(

结直肠癌等疾病的病死率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以往文献对
,

"

(

,

&

层面腰大肌报道较多!但胸部

-.

扫描范围一般不包括腰大肌)

$4

!

$5

*

!近年来有研究

表明
.

!$

椎旁肌肉面积是肝移植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

立预测因子!可将其作为
,

"

(

,

&

腰大肌的替代测量层

面)

$)

*

"本研究显示
.

!$

椎旁肌肉面积与
,

"

(

,

&

腰大肌

面积具有较好的相关性!与以往研究报道一致"本研

究结果还显示
,

&

下缘层面腰大肌面积较
,

"

横突水

平(

,

&

上缘水平腰大肌面积大!三者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因此不同层面腰大肌面积参考值不能替换应用"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没有分析椎旁肌肉面积(腰

大肌面积与全身(四肢肌肉含量的相关性!对此需进一

步研究$

$

样本量较少!所得结论有待进一步进行验

证"

综上所述!

/N-.

评估腰背部肌肉简单准确!重

复性较好!可直观评价椎旁肌肉及腰大肌面积"

/N-.

可用于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评估行腹部
-.

检

查患者的腰背部肌肉含量!并作为术后及肿瘤患者治

疗后疗效的临床常规测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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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亚洲胸部影像大会暨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第十五届全国心胸影像学术会议

!!

为加强亚洲胸部影像学同道的学术交流"促进心胸影像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由亚洲胸部放射学

会*中华医学会*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和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心胸学组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亚洲胸部

影像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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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第十五届

全国心胸影像学术会议"定于
$*!#

年
5

月
%

日至
5

月
5

日%星期五至星期日&在中国上海国际会议中心

召开!

征文内容'

#

呼吸系统肿瘤或非肿瘤性疾病*心脏大血管*纵隔*膈肌及胸壁等疾病的
P

线*

-.

*

/01

*

3NJ

*

=7.E-.

+

/01

诊断与鉴别诊断!

$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胸部影像中的应用!

%

分子与

功能影像新技术在心胸疾病诊疗中的应用与研究!

'

胸部疾病与心血管疾病的介入诊断与治疗!

(

胸

部与心血管罕少见病例或疑难病例个案报道!

征文要求'

#

未正式公开发表过的论文!

$

要求具有科学性*实用性"论据充分*文字精练*重点突

出!

%

请撰写标准结构式英文摘要"包括,目的*材料与方法*结果*结论-四要素"摘要中不要附图表!

论文应写清楚题目*作者姓名*单位*邮编*

7E(89:

和联系方式!

'

本次会议使用
\<>;

文档格式"采用

网上投稿形式!请登录大会网站
T??

X

'++

8'?9$*!#D(@;(@@?9M

Q

D<>

Q

+

'M

实名注册投稿!本次大会授予

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
.

类学分

截稿日期'

$*!#

年
&

月
!*

日

注册方式'请登录大会官方网站
T??

X

'++

8'?9$*!#D(@;(@@?9M

Q

D<>

Q

注册"并网上支付注册费!

报到时间'

$*!#

年
5

月
&

日

大会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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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分会'

##D

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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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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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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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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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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