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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探讨常规
678

泪腺结构定量测量在预测中重度
+

活动期甲状腺相关眼病#

9<@

$激

素治疗疗效中的价值"方法!对
;#

例中重度
+

活动期
9<@

患者行激素治疗前眼眶常规
678

检查"分

别测量泪腺突出度%长径%短径及信号强度标准差!同时计算泪腺与同侧颞肌信号强度比"比较治疗敏

感组与不敏感组间泪腺各定量参数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有差异的参数在激素治疗疗效

预测中的效能"结果!激素治疗敏感组泪腺突出度明显
$

不敏感组#

"e#2##$

$!余泪腺各定量参数均

无组间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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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腺突出度与
A<5

及
B@5_*A5

评分呈明显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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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泪腺突出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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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治疗敏感!可获得最优效能#曲线下面积
#2&##

!敏感度

!#2#a

!特异度
1;2#a

$"结论!泪腺突出度在临床中测量简便!可作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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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治疗疗效有效影

像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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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相关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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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眼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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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皮质激素静脉冲击是治疗中重度
+

活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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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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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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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首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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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研究发现即使进行标准化入组

筛查及治疗!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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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对于激素治疗不敏感(

%

!

$

)

&

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可诱发或加重感染#引起骨质

疏松#缺血性骨坏死#消化道溃疡等一系列不良反应!

甚至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导致病情进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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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

激素冲击治疗前准确预测
9<@

患者对治疗的反应性

至关重要&

随着磁共振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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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眼眶疾病评估中的应用日益广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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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

现基于常规
678

眼外肌及眶内脂肪结构定量参数与

激素治疗反应性有关(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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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预测治疗反应效

能仍然有限且不同研究结果间存在较大出入&泪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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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另一个重要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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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往基于泪腺的影像学研究提示泪腺结构定量测量可辅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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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及分期(

(%

)

!但其在预测
9<@

患者糖皮

质激素治疗反应中的价值国内尚无报道&因此!本研

究基于
$9+67

常规图像对
9<@

患者泪腺结构进行

定量测量!旨在探讨泪腺定量参数在
9<@

激素治疗

疗效预测中的价值&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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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资料

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对
%#(&

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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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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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本院诊断为中重度
+

活动期的
;#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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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平均年龄
;1211f((2$$

%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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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行回顾性分析&纳入标准'

#

治疗前行常规眼眶
678

检查%

$

图像质量满足分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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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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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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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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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功能正常或接近正常"正

常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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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个

月内无糖皮质激素治疗#放射治疗及眼眶手术减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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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极重度威胁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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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均行总疗程

(%

周累计剂量为
;2"

C

的甲强龙静脉滴注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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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评估

临床活动性评估基于改良的
&

分制临床活动性评

分"

3/.H.3-/-3T.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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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4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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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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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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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单眼为单位!定

义
A<5

"

$

分为活动期!

A<5

#

$

分为非活动期&临

床严重度评估采用改良的
(&

分制
B@5_*A5

分级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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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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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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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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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为重度&

激素治疗疗效评估由
(

名内分泌科医生及
(

名眼

科医生协助完成&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结束后
!

个月

对患者进行临床专科评估!依据治疗反应分为敏感组

与不敏感组&

#

治疗敏感组定义标准'

A<5

下降
"

%

分且
A<5

#

$

分!伴以下至少一项临床表现而无其他

各项进展'眼球突出下降
"

%,,

%睑裂宽度下降
"

%,,

%眼球运动好转!复视评分下降
"-

级"持续至间

断!间断至短暂!短暂至无$%眼内压下降
"

%,,V

C

%

视力好转
"

(

行
5HF//FH

线&

$

治疗不敏感组定义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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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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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或 仍处于活 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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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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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2#9 67

扫描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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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西门子!德国$及

%#

通道头颈联合线圈&常规扫描序列'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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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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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K

$%轴面#冠状面及矢状面脂肪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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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具体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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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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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矩阵
$%#d$%#

%层厚

$2#,,

%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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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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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序列'视野

(13,

%扫描矩阵
%%;d$%#

%层厚
$2",,

%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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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矢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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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视野
(13,

%扫描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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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
$2",,

%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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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分析

泪腺眶部及睑部在影像上不易区分!故本研究中

合并测量&泪腺结构定量测量参数
#

泪腺突出度'基

于轴面
9

%

]8+\5

图像选择两侧眼球及视神经显示最

清晰层面!测量两侧泪腺最前端至两侧颧弓最前端连

线的垂直距离"图
(-

$

(

(!

)

%

$

泪腺长径及短径'基于冠

状面
9

%

]8+\5

图像选择泪腺显示最大层面!测量泪腺

最上缘至最下缘距离为长径!垂直于冠状位长径!测量

泪腺最内侧缘至最外侧缘距离为短径"图
(Y

$%

%

泪

腺*颞肌信号强度比值"

K.

C

H-/.HTFHK.T

O

0-T.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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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泪腺信号强度标准差"

KT-HI-0IIFJ.-T.4H

!

5L

$'基于

冠状面
9

%

]8+\5

图像选择泪腺显示最大层面!手动勾

画泪腺全层感兴趣区"

0F

C

.4H4U.HTF0FKT

!

7@8

$!记录

泪腺平均信号强度及信号强度
5L

值"图
(3

$并在颞肌

处勾画圆形
7@8

"面积为
"

&

(#,,

%

!图
(I

$!记录颞

肌平均信号强度!计算泪腺*颞肌
587

&所有定量参数

均由两位从事头颈部影像诊断超过
;

年的医师独立测

量!间隔
(

月后!其中
(

名医师再次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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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分析

使用
5_55%$2#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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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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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W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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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J+5,.0H4J

法

进行正态性检验!采用独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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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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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对泪腺定量参数进行组间比较&年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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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_*A5

评分的组间差异采用

6-HH+]Q.T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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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或卡方检验&对泪腺各定量参

数与
A<5

及
B@5_*A5

评分间的相关性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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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H

相关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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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有差异的参数在

激素治疗疗效预测中的效能!取约登指数"灵敏度
c

特

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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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时所对应的临界值为最佳阈值&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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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激素治疗敏感组与不敏感组临床参数比较

参数 敏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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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敏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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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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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性别#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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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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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1%

年龄#岁$

"#2(!f((2%& ;!2&$f((2;1 )#2'!" #2$;!

吸烟史
1 & #21!# #2$";

A<5 $2&!f#2'& $2"$f(2#! )#2'%% #2$'(

B@5_*A5

评分
!2;1f(2'1 !2%#f%2$( )#2!"$ #2"%"

!!!!!!

注'

A<5

为临床活动性评分

表
%

!

9<@

患者激素治疗敏感组与不敏感组各泪腺定量参数比较

参数 敏感组 不敏感组
" !

(

&

8AA

观察者内 观察者间

泪腺突出度#

,,

$

((2%&f%2$; '2"#f%2!& )$2(#; #2##$ #2'%" #2'(#

长径 #

,,

$

(;2!1f$21' ($2'(f;2%# )(2#(' #2$#1 #21!! #2&1(

短径 #

,,

$

"21(f%2%% "2$(f(2'% )(2#(! #2$($ #21$! #21#1

587 %2(&f#2"% %2(1f#2"$ )#2#&# #2';" #2'1# #2'&"

5L !&2('f%$2(! !"2"$f(121# )#2$$% #2&;( #21'$ #21$(

!!!!

注'

8AA

为组内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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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腺信号强度与同侧颞肌信号强度比&

5L

信号强度标准差

!

图
(

!

-

$泪腺突出度测量图'轴面
9

%

]8+\5

图像选择两侧眼球及视神经

显示最清晰层面!测量两侧泪腺最前端至两侧颧弓最前端连线的垂直距

离&

Y

$泪腺长径及短径测量图'冠状面
9

%

]8+\5

图像选择泪腺显示最大

层面!测量泪腺最上缘至最下缘距离为长径!垂直于冠状面长径!测量泪

腺最内侧缘至最外侧缘距离为短径&

3

$泪腺信号强度测量图'冠状面

9

%

]8+\5

图像选择泪腺显示最大层面!手动勾画泪腺全层感兴趣区&

I

$

颞肌信号强度测量'冠状面
9

%

]8+\5

图像在颞肌处勾画圆形感兴趣区

#面积
"

&

(#,,

%

$"

组内相关系数"

.HT0-+3/-KK3400F/-+

T.4H34FUU.3.FHT

!

8AA

$对两位医师

的泪腺定量测量进行一致性评价!

8AA

在
#

&

(2##

之间'

#

#2;

为一

致性差%

#2;(

&

#2!

为一致性中

等%

#2!(

&

#21

为一致性良好%

#21(

&

(2##

为一致性优&

结
!

果

;#

例
9<@

患者激素治疗中!

敏感组
%"

例"平均年龄
"#2(!f

((2%&

%男'女
1

'

(&

$!不敏感组
("

例"平均年龄
;!2&$f((2;1

%男'

女
1

'

&

$&激素治疗敏感组与不敏

感组年龄#性别#吸烟史#

A<5

及

B@5_*A5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2#"

!表
(

$&

泪腺各定量参数观察者间测

量的 一 致 性 为 良 好 或 优 "

8AA

#2&1(

&

#2'&"

$!观察者内测量的

一致 性 均 为 优 "

8AA #21$!

&

#2'1#

!表
%

$&泪腺突出度在激素

治疗 敏 感 组 明 显
$

不 敏 感 组

"

((2%&f%2$;JK'2"#f%2!&

!

"e#2##$

$!余泪腺各定量参数均

无组间统计学差异"

"

$

#2#"

!表

%

$&泪腺各定量参数中仅泪腺突出度与
A<5

"

*e

#2;;#

!

"

#

#2##(

$及
B@5_*A5

"

*e#2;;%

!

"

#

#2##(

$呈明显正相关性"图
%

$&以泪腺突出度
%

'2$#

预测治疗敏感!可获得最优诊断效能"曲线下面积

#2&##

!敏感度
!#2#a

!特异度
1;2#a

!图
$

$&

讨
!

论

活动期
9<@

患者糖皮质激素治疗疗效预测是目

前临床上一大难点&既往临床医师多依据前期治疗反

应#吸烟史等进行经验性评估!但缺乏预测精度(

1

!

'

)

&

L?F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7-I.4/_0-3T.3F

!

[GH%#%(

!

D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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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泪腺突出度与
-

$

A<5

及
Y

$

B@5_*A5

评分相关性结果"

!

图
$

!

泪腺突出度预测甲状腺相关眼病激

素治疗疗效
7@A

曲线"

随着眼眶
67

在
9<@

中逐步应用!近年来有研究者

发现基于眼外肌与眶内脂肪的厚度与信号强度值与

9<@

患者激素治疗反应性有关!但尚无统一研究结

论(

1

!

'

!

(&

)且诊断准确度仍然有限&究其原因可能与活

动期
9<@

激素治疗抵抗的具体机制仍不清楚有关&

本研究笔者创新性聚焦于泪腺结构定量参数与激素治

疗反应性的作用关系!旨在寻找可辅助活动期
9<@

激素治疗疗效预测的有效泪腺影像学指标!并进一步

探索可能的内部机制&

本研究发现泪腺结构各定量参数中仅泪腺突出度

具组间差异!在激素治疗敏感组明显
$

不敏感组&泪

腺突出度是
-̀

C

/.-0I4A

等于近期提出的影像学测量

指标(

(!

)

!其研究发现活动期
9<@

患者泪腺突出度较

非活动期增高!提示泪腺突出度可反映疾病活动性!辅

助
9<@

的分期&本研究泪腺突出度与
A<5

亦呈明

显正相关!提示其与疾病活动性有关!与该研究结果相

符&

9<@

早期即可出现眼表组织受累!包括眼睑#结

膜及泪腺等(

(#

!

((

)

&急性活动期泪腺腺泡细胞可表达

95V

受体!释放炎症介质!泪腺组织炎性细胞浸润#成

纤维细胞增殖#组织水肿(

((

)

%迁延过渡至非活动期!泪

腺组织主要发生纤维化#粘多糖沉积#脂肪细胞增生浸

润等改变!激素冲击效果不佳(

("

!

(1

)

&依据既往影像及

病理研究结果!笔者推断本研究治疗敏感组泪腺突出

度相较不敏感组更高!可能也反映了治疗敏感
9<@

患者眼眶炎症反应进程相对更重!从而激素抗炎治疗

效果更好%治疗不敏感患者虽仍处于活动期!但内部可

能已合并灶性早期纤维化!从而影响激素治疗疗效&

既往!胡昊等(

('

)研究发现泪腺长径及短径在活动

期与非活动期
9<@

无组间差异&本研究泪腺长径及

短径在治疗敏感组与不敏感组间亦无统计学差异!提

示既往常规泪腺径线测量在反映疾病活动性及疗效预

测的能力可能不及泪腺突出度&此外!本研究泪腺

587

及
5L

值亦未发现组间差异!可能与泪腺信号强

度相关参数对于体现同处活动期的治疗敏感组与不敏

感组组间差异相对不敏感有关&进一步
7@A

结果提

示以泪腺突出度
%

'2$#

作为预测治疗敏感阈值可获

得最优的效能&对于预测敏感患者可进一步接受激素

治疗!而预测不敏感者则可寻求其他治疗方法!如美罗

华#环孢素等(

%#

)

&笔者认为泪腺突出度测量简便!可

重复性高!在临床上可行性较强!可以作为辅助活动期

9<@

激素治疗疗效预测的有效影像学指标&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研究为样本量较

小回顾性研究!仍需要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本实验

结果%其次!本研究仅基于泪腺
678

常规定量参数进

行分析!结合泪液生化改变及功能磁共振成像可能进

一步提高预测敏感度和效能&

综上所述!基于常规
67

图像泪腺结构定量测量

可帮助预测
9<@

患者激素治疗疗效!指导治疗方案

制定&泪腺突出度在临床工作中测量简便!预测性能

较好!可作为临床工作中有效影像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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