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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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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小剂量低辐射手动触发技术在计算机断层摄影肺血管造影术"

(7*)

$中应用的可行

性%方法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在该院确诊为肺栓塞经治疗后栓子未消失的
3%

例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分为低剂量组和常规组!每组各
6%

例%常规组采用对比剂
&%IT!"%QU

扫描!低剂量组采用对比剂

#%IT3%QU

扫描%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辐射剂量&图像质量量化结果%结果
!

常规组患者辐射剂量长度积

与有效剂量均多于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低剂量组计算信噪比&对比噪声比和信号强度略

低于常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背景噪声明显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小剂量低辐射手动触发技术应用肺动脉造影中!在图像质量相同的情况下!减少了对比剂和辐射的使用

剂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小剂量#

!

血管造影术#

!

低辐射#

!

对比剂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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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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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临床上采用计算机断

层摄影$

(7

&对肺动脉栓塞进行诊断#利用
(7

肺动脉

成像检测可减少误诊率#医学工作者们也一直在致力

于保证准确的诊断率情况下#寻找一种低辐射#少对

比剂用量的扫描方法#尽可能地降低患者在诊断过程

中受到辐射等伤害*

!

+

(为此特选取本院部分患者#对

小剂量低辐射手动触发技术在计算机断层摄影肺血

管造影术$

(7*)

&中应用的临床效果进行分析#现报

道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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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

在本院经
(7*)

确诊栓子未消失的
3%

例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分为常规组和低剂量组#每组各
6%

例(常规

组采用对比剂
&%IT!"%QU

扫描#低剂量组采用对

比剂
#%IT3%QU

扫描(所有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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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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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仪器选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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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排螺旋
(7

机#

采用非离子型碘普罗胺
\?:HBM@9:#2

对比剂(常规组

使用参数!

!"%QU

#

"+%I)9

为有效#

#+%II

扫描孔

径)

&6$%%%II f%$&"+II

探测器准直)每转
%$+9

进行球管旋转%低剂量组使用
3%QU

#其余参数同上(

常规组采用对比剂
&%IT

#注射器为双通高压#注射

在肘前动脉位置(注射对比剂后#又注射
6%IT

的生

理盐水$

+IT

"

9

&(低剂量组采用对比剂
#%IT

#其余

同上(将两组患者进行连续扫描#扫描时间为
!9

#间

隔
!9

#扫描至胸主动脉显影(扫描范围从主动脉弓

上至膈顶 #扫描方向从足侧向头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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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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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了解过扫描参数情况下#选

择
"

位肺部血管组放射科医生进行观察(通过自身

的工作经验以及
"

幅肺动脉图像#判断肺动脉的强化

程度以及结果(若
"

位医生意见分歧#可共同商榷直

至给出同一意见(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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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极差#无法进行判断%

"

分!肺动脉主干图像可见#

分支图像表现极差#无法进行判断%

#

分!肺动脉主干)

分支图像表现清晰#血管边缘圆润平滑%

6

分!肺动脉

主干)分支图像表现清晰#血管边缘圆润平滑#可见栓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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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肺动脉主干及分支充盈好#血管边缘平滑锐

利#分支及远端显示好#能清晰显示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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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软件
/*//!2$%

进行分

析处理(计量资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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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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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

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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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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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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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辐射剂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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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组患者辐射剂量

长度积与有效剂量均多于低剂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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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患者辐射剂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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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常规组相比#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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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图像质量量化结果和主观评分比

较
!

低剂量组计算信噪比)对比噪声比和信号强度略

低于常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背景噪

声明显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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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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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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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图像质量量化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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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计算信

噪比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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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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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栓塞是一种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由于患

者长期卧床)糖尿病)肥胖等因素导致凝血机制亢进#

造成血流淤滞#从而引发血栓*

#46

+

(随着医学技术的

飞速进步#临床上采用
(7

对肺动脉栓塞进行诊断#利

用
(7

肺动脉成像检测#减少了误诊率#并且
(7

肺动

脉成像对诊断肺动脉栓塞的特异度以及灵敏度非常

高#受到广大患者的青睐*

+

+

(现如今#临床上采用非

离子型低渗透性对比剂进行
(7

诊断#有效降低了因

为对比剂使用过量产生的不良反应*

&42

+

(对比剂的大

量使用必然会导致患者的肾脏以及心脏功能减弱#导

致发生一系列的不良反应(同时#在倡导降低患者不

良反应发生率的情况下#对放射科的工作人员提出要

求#在不影响诊断的情况下#降低对患者使用对比剂

的用量#尽可能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345

+

(

为了探究小剂量低辐射在肺动脉
(7

成像中的

应用效果#特进行本试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辐

射剂量长度积与有效剂量上比较#常规组均多于低剂

量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低剂量组计算

信噪比)对比噪声比和信号强度略低于常规组#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但背景噪声明显高于常

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

!%4!!

+

(

综上所述#低管电压联合低剂量对比剂在肺动脉

(7

成像是可行的(该方法能有效减轻辐射剂量和对

比剂用量#有效减轻患者及工作人员发生生物学效应

和减少对比剂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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