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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中的伪影特别是冠脉运动伪影成为影响图像质量

的重要原因"提高成像时间分辨率是抑制运动伪影的

首要途径!但由于硬件条件的制约!时间分辨率的提高

受到限制"在时间分辨率一定的条件下!选择最佳采

集时间窗即在冠脉运动最缓慢的时刻采集数据成为抑

制运动伪影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在最佳采集时间

窗以外的时间减少曝光剂量甚至不曝光可以大幅降低

受检者所接受的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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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确定冠脉最佳成

像期相随心率分布的规律成为优化采集时间窗#抑制

冠脉运动伪影#降低辐射剂量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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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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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佳重建期相!优化采集时间窗!比较

优化采集时间窗扫描模式与全心动周期全剂量扫描模

式的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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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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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统计结果优化曝光时间窗!应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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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重建期相的确定方法

最佳&冠脉运动伪影最小'重建期相的确定包括两

个步骤$第一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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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隔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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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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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动周

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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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图像!并以主观评价的方法从中挑选出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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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质量主观评价$按照美国心脏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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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讨论的辐射剂量仅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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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心率介于

0!

!

#6`

H

/

的受检者纳入中心率组&

=&

组'!心率
$

#6`

H

/

的受检者纳入高心率组&

=$

组'"

低心率组最佳重建期相为&

#0g$

'

R ,,

间期

&

)6R

置信区间$

#(R

!

4&R ,,

间期'(中心率组以

0(R ,,

间期为界!最佳重建期相位于&

""g$

'

R

及

&

#0g$

'

R ,,

间期&

)6R

置信区间
$4R

!

6(R

#

#(R

!

4&R ,,

间期'(高心率组最佳重建期相为

&

"4g6

'

R ,,

间期&

)6R

置信区间
$4R

!

64R,,

间

期'"根据上述结果!取最佳重建期相的
)6R

置信区

间作为优化的采集时间窗&图
&

!表
!

'!应用于
a

组检

查"

a

组
"((

例受检者的平均心率为 &

#(%$4g

!$%(6

'

`

H

/

&

"&

!

!")`

H

/

'!心率
#

0!`

H

/

的受检者

纳入
a!

组!心率介于
0!

!

#6`

H

/

的受检者纳入
a&

组!心率
$

#6`

H

/

的受检者纳入
a$

组"

=

组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为&

!%6&g(%06

'分!

a

组为&

!%6!g(%0$

'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f(%(&6

!

!k(%)4(

'(

=!

组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为

&

!%!!g(%$&

'分!

a!

组的主观评分为&

!%(4g(%&#

'

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f(%4!!

!

!k(%"!4

'(

=&

组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为&

!%6(g(%6"

'分!

a&

组

为&

!%6#g(%66

'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

f!%!)!

!

!k(%&$"

'(

=$

组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为

&

!%4"g(%4(

'分!

a$

组为&

!%#"g(%#0

'分!两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kf(%)!#

!

!k(%$6)

!表
&

'"

=

组

GJ,

值为
!6%#0g$%#(

!

a

组为
!6%00g"%6)

!两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k(%$$$

!

!k(%#$)

'"

78K:S52

方

面!

a!

组较
=!

组降低
4!R

(

a&

组较
=&

组降低

60R

(

a$

组较
=$

组降低
#(R

&表
&

'"

表
!

!

最佳重建期相及最佳采集时间窗"

R ,,

间期#

心率
%

`

H

/

&

最佳重建期相

平均值 标准差
采集时间窗

#

0! #0 $ #(

!

4&

0!

!

#6 "" $ $4

!

6(

#0 $ #(

!

4&

$

#6 "4 6 $4

!

64

讨
!

论

778=

已经成为诊断冠状动脉疾病重要的影像

学手段"随着
78

技术的提升!图像质量得到明显改

善!辐射剂量大幅降低)

4

!

)

*

"然而电离辐射危害#高心

率等因素的制约仍然是
778=

技术面临的挑战"抑

制冠脉运动伪影#降低辐射剂量始终是研究的重要方

向"管电流心电门控技术是降低
778=

辐射剂量的

有效手段)

!(?!$

*

"在心动周期的某段时间内!受检者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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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低+中+高心率组最佳重建期相分布!

@

&低心率组最佳重建期相(

`

&中心率组最佳重建期相(

D

&高心

率组最佳重建期相!

图
$

!

高心率受检者%

##̀

H

/

&

"6R,,

间期图像优于
#6R,,

间期图像!

@

&

"6R,,

间期图像(

`

&

#6R,,

间期图像!

!

图
"

!

低心率受检者%

6)̀

H

/

&

#6R,,

间期图像优于
"6R,,

间期图像!

@

&

"6R,,

间期图像(

`

&

#6R,,

间期图像!

受较高的管电流(在其它时间!受检者接受较低的管电

流&通常设置为最高剂量的
&(R

'甚至完全不接受曝

光"应用管电流心电门控技术的前提是根据心率等情

况设置合理的采集时间窗$在冠状动脉运动相对较慢

的时间全剂量曝光!在冠状动脉运动相对较快的时间

低剂量曝光或者不曝光"

掌握冠状动脉的运动规律是优化采集时间窗#抑

制冠脉运动伪影#降低辐射剂量的关键"一个心动周

期&

,,

间期'内!有两段冠脉运动较慢的时间即相对

静止期!分别出现在舒张中末期及收缩末期"通常!慢

心率者的冠脉运动速度在舒张中末期低于收缩末期!

因此舒张中末期冠脉运动伪影相对较小(而高心率者

冠脉运动速度在收缩末期低于舒张中末期!因此收缩

末期冠脉运动伪影相对较小"简单来说!对于慢心率

受检者最佳成像时间通常位于舒张中末期!对于快心

率受检者最佳成像时间通常位于收缩末期)

!"?!)

*

"

受成像时间分辨率的制约!既往研究中受检者心

率受到一定限制!多不超过
!((`

H

/

"本研究纳入的

受检者!扫描时心率最高达到
!")`

H

/

!心率超过
!((

`

H

/

者达
&$

例"因此!通过分析

上述病例计算出的最佳成像时间

窗适用范围更广#说服力更强"本

研究中最佳重建时相的选择方法

简单有效!具有较大的适用范围和

较高的推广价值"本研究结果显

示!低心率&

#

0!̀

H

/

'受检者最佳

成像时间位于舒张中末期&

#(R

!

4&R

'(中心率&

0!

!

#6`

H

/

'受检

者最佳成像时间位于舒张中末期

&

#(R

!

4&R

'或收缩末期&

$4R

!

6(R

'(高心率&

$

#6`

H

/

'受检者

最佳 成 像 时 间 位 于 收 缩 末 期

&

$4R

!

64R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结论是否适

用于其它类型的
78

设备尚未可

知!有待进一步研究观察(另外!本

研究未涉及心率变化的情况!心率

波动对最佳成像时间窗的影响有

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合理优化采集时间

窗!缩短曝光时间可大幅降低

778=

检查的辐射剂量且不影响

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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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2>7T?D5-EC522FBEỲFDYCCF-E/5BY2@EA5-O5C&60?V2ADF78

D5C5-@C

^

@-

.

A5

.

C@

H

[

^

)

Q

*

%=D@B,@BA52

!

&(!!

!

!4

&

0

'$

#$!?#$#%

&收稿日期$

&(!4?!!?!"

!

修回日期$

&(!)?("?&0

'

$$#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BA52+C@DEADF

!

GF

H

&(!)

!

I52$"

!

J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