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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显示左侧两支大脑中动脉平行走行%箭&"两者间未见沟通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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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Q

原始图

像横轴面示左侧侧裂池内两支血管平行走行%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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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Q

原始图像矢状面重建示左侧侧裂池内两支

血管平行走行"前下方血管直径较后上方血管稍粗%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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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且两者间未见沟通或融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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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大脑中动脉走行区见两支并行血管!考虑重复大

脑中动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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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脑 中 动 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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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颅内血管少见!国内外相关文献较少#相较于颅内

其它几支重要血管!大脑中动脉的变异非常少#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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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单支起源于同侧颈内动脉#在某些病例中!

可见外侧裂内有两支并行血管!若两支血管均起源于

B@F"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4051627809:19;

!

<6=#&!$

!

>62+"

!

<6?!!



颈内动脉即为重复大脑中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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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颈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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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脉瘤均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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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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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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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了更高的血流动力学

压力造成的#在处理此类动脉瘤时!术前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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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非常重要!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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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提供部分脑实质供

血!术中应勿损伤该血管#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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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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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正常情况表现相似!因而误认为血管造影正常!原

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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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严重甚至闭塞造成血管造

影不显影!而仅显示另外一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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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病变

SA)Q

供血区从另一支正常的
SA)Q

得到了充分的

侧枝代偿#因此!当怀疑涉及
A)Q

的脑梗死时!我们

应考虑到此种血管变异情况以解释血管造影图像#

SA)Q

十分少见!尽管该变异通常是没有症状

的!也无需临床干预!但在临床实践中!对该变异及其

可能发生的相关并发症的了解和掌握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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