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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国外将先进的计算机图像重建技术和 CT 扫描

相结合,形成三维 CT 重建[ 1, 2] , 此项新技术多应用于关节内

骨折。作者收集了 128 例关节内骨折的三维 CT 重建资料,

就三维 CT 的关节内骨折临床应用进行探讨。

1 临床资料

我院自 1999 年以来对 128 例关节内骨折的患者进行三

维 CT 检查, 男 76 例, 女 52 例; 年龄 18~ 48 岁, 平均 33 岁。

其中髋 43 例, 膝 52 例, 肩 17 例, 踝 10 例 ,肘 6 例, 所有病例

接受 X线平片、CT 扫描和三维 CT 重建等检查。

2 三维 CT重建技术

螺旋 CT 扫描是一种容积扫描技术, 其扫描方式不同于

常规 CT 扫描。我们采用日立 PRA T ICO型螺旋 CT 机、扫描

条件 120K V、200M A, 病人使用床移动速度 2mm/ s, 扫描层厚

2mm,间隔 2mm。三维 CT 成像是指经过计算机程序处理将

连续断层 CT 扫描所收集到的信息重建为直观的立体图形。

在计算机上行三维表面遮盖法重建 ,重建的图像可沿人体坐

标轴任意旋转以显示不同部位的损伤。

3 结果

128 例关节内骨折均行 X 线片、CT 扫描及三维 CT 重

建,三维 CT 重建是一种较新的影像学技术, 它既有 X 线平片

对关节整体观察的优点, 又兼有 CT 扫描对关节内骨折的高

分辨率,特别是三维 CT 重建图像具有立体直观的特点, 是上

述二种检查所无法比拟的。有助于临床医生更加全面地理解

和判断骨折类型,正确地选择手术入路及内固定材料。

4 典型病例

刘  ,女, 26 岁, 农民, 住院号 2002113, 因右髋部车祸

伤后疼痛,功能障碍 3 小时以! 右髋臼骨折∀收入院。入院后
行 X线片(图 1)、CT 扫描(图 2)及三维重建(图 3) , 通过三维

重建, 可以直观、全面、完整地显示右髋臼骨折碎块大小及移

位情况。根据三维重建图像,我们采用髂腹股沟入路, 选择合

适的钢板内固定, 术后拍片 (图 4)。术后 2 个半月完全下地

行走,髂关节活动范围正常, 无跛行及行走疼痛。

5 讨论

螺旋 CT 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 扫描连续、层薄、

重建图像质量高, 无失真现象[ 3]。而常规扫描是分次进行的,

存在着间隔, 故重建图像粗糙, 失真[ 4, 5]。螺旋 CT 三维成像

能显示 X 线平片与 CT 扫描不易显示的骨折部位, 它具有以

下优点: ( 1)图像和解剖图相似, 立体感强且逼真; ( 2)显示骨

折全面、清晰、无重叠、遮盖及伪影情况; ( 3)对复杂部位骨折

显示较好; ( 4)扫描快, 病人不需特殊体位,无痛苦, 易于接受。

笔者初步对 128 例关节内骨折病人的螺旋 CT 三维成像技术

分析, 认为此技术具有重要价值,应作为关节内骨折首选检查

方法。

三维 CT 重建能多角度地立体定位骨折碎块, 明确其来

源、大小、形态和移位的方向, 使手术者在术前对关节内的情

况充分认识。手术医生可以据此设计出既能到达骨折部位,

有利于复位、固定,又尽可能减少关节周围结构损伤的手术入

路, 避免盲目性。同时, 可以根据骨折移位情况, 选择准备合

适的内固定器械, 充分考虑螺钉、钢板的种类、螺钉的长短及

其置入的方向等, 以期固定所有的主要骨折块, 并实现坚强固

定。也可以帮助医生理解骨折的复杂性,是手术治疗有利于

关节功能的恢复, 还是保守治疗更有利于关节功能的恢复。

(本文图 1~ 4 见插页 6)

参考文献

[ 1] Deborah P, Donald R, M icheal A, et al. Perspect ive three dim ension

al imaging of th e musculoskelebal system. AJR, 1986, 147: 545.

[ 2] Elliot KF, Donna M , Derek RN, et al. T hree dim ensional imaging.

Radiology, 1991, 181: 321.

[ 3] 刘怀军.螺旋 CT 与三维图像诊断学.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

社, 1996. 3 20.

[ 4] Fishman EK, M agid D, Ney DR, et al. T hree dimensional imaging.

Radiology, 1991, 181: 321 337.

[ 5] Fishman EK, M agid D, Drebin RA, et al. Advan ced three dimension

al evaluation of acetabular trauma: volumetric image processing. J

T rauma, 1989, 29: 214 218.

(收稿: 2000 07 03 修回: 2000 11 22 编辑:李为农)

书讯

欢迎订购#中国骨伤∃杂志合订本
1. #中国骨伤∃杂志 2000 年合订本(共 12 期 精装)已经发行, 每卷定价 82 00元。

2. #中国骨伤∃杂志 1992~ 1999 年尚存少量合订本(精装) ,每卷定价 40 00元。

需要者请汇款至本刊编辑部,并在附言条口注明所需卷数。我们将免费邮寄。如需挂号者,请在汇款中附挂号费 6 00 元。

联系地址: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 18 号,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骨伤∃杂志编辑部 邮编: 100700。电话: ( 010) 64014411-

2693。

472 中国骨伤 2001年 8月第 14卷第 8期 China J Orthop & T rauma, Aug 2001, Vol. 14, No.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