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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成像技术在心肌桥
,

壁冠状动脉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为

临床心肌桥
,

壁冠状动脉的诊断提供理论参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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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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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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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收治的
+"/

例行
$!

排

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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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成像检查的受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受检者包括于医院体检的健康人群和心脏病患者#!探究其心

肌桥
,

壁冠状动脉的发生情况!具体包括心肌桥
,

壁冠状动脉的发生部位%特征%发生率以及血管壁粥样硬化的发生

率$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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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受检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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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检查出现心肌桥!检出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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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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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心肌桥$前降支近段心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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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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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见近端冠脉斑块&前降支中段心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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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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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见近端冠脉斑块&前降支远

段心肌桥
/

处!构成比
#+(.O

!

.

处见近端冠脉斑块&第一对角支心肌桥
!

处!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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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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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见近端冠脉斑块&

钝缘支心肌桥
$

处!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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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见近端冠脉斑块&右冠中段心肌桥
.

处!构成比
!($O

!

#

处见近端冠脉斑块$

心肌桥轻度狭窄患者心肌桥厚度为"

"()+Q"($'

#

FF

!长度为"

++(/#Q#.(!.

#

FF

&心肌桥中度狭窄患者心肌桥厚度

为"

+(!/Q#(+!

#

FF

!长度为"

+$(-!Q/().

#

FF

&心肌桥重度狭窄患者心肌桥厚度为"

.(!#Q#($/

#

FF

!长度为

"

#'($.Q##("/

#

FF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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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0

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成像技术可以安全准确地诊断心肌桥
,

壁冠状动脉!

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值得临床工作中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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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桥指的是一种先天性的,较为普遍的冠状动脉变异+

当冠状动脉或其分支的某节段走行于心肌纤维中时#覆盖于该

节段冠状动脉上的心肌束称为心肌桥)

#

*

#位于心肌桥下的冠状

动脉称为壁冠状动脉)

+

*

+过去医学界普遍认为心肌桥对人体

健康并没有危害#但是#随着近年来
J0

冠状动脉造影技术的

广泛应用#心肌桥检出率逐年升高#其临床意义和危害性也逐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9>P5DJ=23

!

SA=

B

+"#)

!

T1=(#+

!

U1(#.



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本次试验对
+"/

例受检者行
$!

排螺旋

J0

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成像检查#旨在探究该技术对心肌桥
,

壁

冠状动脉诊断的应用价值#取得满意结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行
$!

排螺旋
J0

冠状动脉成像检查的受检者作为研究

对象$受检者包括于体检的健康人群和心脏病患者%#所有患者

均行
$!

排螺旋
J0

冠状动脉血管造影+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岁+对受检者检查前进行呼吸

训练#以
#"6

为间隔进行吸气和呼气#注意保持同一呼吸幅

度+检查前需向受检者介绍检查全过程和注意事项#防止患者

由于不了解检查进程或者因为紧张焦虑等原因而影响检查

效果+

$(/

!

检查方法
!

应用
RV

公司
$!

排螺旋
J0

对患者进行扫

描#扫描前禁食禁水+影像检查前需密切监测患者心率#其中

心率小于
')

次"分的患者可直接进行检查#对于心率大于
')

次"分的患者应先服用倍他乐克降低患者心率#用量
+)

!

)"

F

8

#待患者心率符合检查标准时在进行检查+检查时首先进

行患者胸部正侧位图像扫描#采用少量对比剂团了解患者循环

用时+经桡部静脉以
)FM

"

6

的流率注射对比剂碘海醇$

.)"

F

8

I

"

FM

%

+"FM

#延迟
/6

后在升主动脉根部层面间隔
+6

进

行多次重复扫描)

.,!

*

+采用图像处理系统测算测量区间的延迟

时间#最后进行冠状动脉增强扫描#注射速率同上#用量为碘海

醇
$"FM

和生理盐水
+"FM

+检测电压为
#+" 4̂

#电流
'""

F*

#

&27;:

值为
"(+

#扫描准直
$!FFh"($+)FF

+

$('

!

图像重建及后处理方法
!

依据心动周期
[,[

间期四分

之三的相位进行心脏原始扫描图像重建#对于部分重建效果不

良的患者#可将其心动周期间隔分期进行重建#争取最佳的图

像效果+图像重建过程选取横断面心脏原始图像数据为分析

基础#对心脏各血管进行容积再现,曲面重建,最大密度投影,

血管腔内重组)

),$

*

+评估血管狭窄程度#具体方法为血管正常

管径与血管实测管径长度的差值和血管正常管径的比值+将

患者冠状动脉的狭窄程度进行分度!轻度狭窄为管径狭窄小于

或等于
)"O

,中度狭窄为管径狭窄大于
)"O

但小于或等于

')O

,重度狭窄为管径狭窄大于
')O

+所有检查图像结果均

由医院经验丰富的
J0

医生进行分析所得#分析出现分歧时#

由医生讨论最后给出统一意见+

/

!

结
!!

果

/($

!

心肌桥发生情况
!

+"/

例受检者中#

)!

例受检者检查出

现心肌桥#检出率为
+)(-$O

#共检出
$)

处心肌桥+其中男

#."

例#检出心肌桥
.)

例(女
'/

例#检出心肌桥
#-

例(心前区

不适者
#)/

例#检出心肌桥
.#

例(高血压
+$

例#检出心肌桥
$

例(糖尿病
#!

例#检出心肌桥
$

例+

/(/

!

心肌桥情况及其近端冠状动脉斑块情况
!

前降支近段心

肌桥
.

处#构成比
!($O

#

#

处见近端冠脉斑块(前降支中段心

肌桥
!#

处#构成比
$.(#O

#

#!

处见近端冠脉斑块(前降支远段

心肌桥
/

处#构成比
#+(.O

#

.

处见近端冠脉斑块(第一对角支

心肌桥
!

处#构成比
$(+O

#

#

处见近端冠脉斑块(钝缘支心肌

桥
$

处#构成比
-(+O

#

+

处见近端冠脉斑块(右冠中段心肌桥

.

处#构成比
!($O

#

#

处见近端冠脉斑块+

/('

!

心肌桥狭窄程度情况
!

心肌桥轻度狭窄患者心肌桥厚度

为$

"()+Q"($'

%

FF

#长度为$

++(/#Q#.(!.

%

FF

(心肌桥中度

狭窄患者心肌桥厚度为$

+(!/Q#(+!

%

FF

#长度为$

+$(-!Q

/().

%

FF

(心肌桥重度狭窄患者心肌桥厚度为$

.(!#Q#($/

%

FF

#长度为$

#'($.Q##("/

%

FF

+

'

!

讨
!!

论

心肌桥是一种具体发生原因未明的先天性冠状动脉生理

解剖位置变异现象#通常被认为和人类胚胎时期心血管的原始

发育成型异常有关#并且很难通过常规检查进行准确诊断+在

心脏的发育过程中#如果其中的冠状动脉网络生长过程中出现

了异常#则会出现部分冠状动脉或其分支被心肌覆盖的情况发

生#也就是心肌桥
,

壁冠状动脉的出现+近年来#临床上逐渐采

用心肌桥
,

壁冠状动脉替代过去单一的心肌桥说法#来表述这

种存在高度关联性的解剖整体结构+曾有不少学者认为心肌

桥
,

壁冠状动脉是一种良性病变#但多年来的临床经验和相关

研究表明#心肌桥
,

壁冠状动脉会不同程度地减少心肌血流灌

注#导致冠状动脉的供血明显减少#同时由于在心肌桥的作用

下冠状动脉会出现反复的受压形变#极易出现血栓和冠状动脉

痉挛+因此心肌桥的良恶性质及其病理,生理相关性还有待进

一步的研究)

'

*

+

心肌桥发生的常见部位为左前降支#尤其以中段最为多

见#其次为左旋支和对角支)

/

*

+大多数心肌桥为单发#也可多

发#多发的心肌桥可累及同一血管的不同节段或不同的冠状动

脉分支)

-

*

+心肌桥的长度,厚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尤其与

其狭窄程度有关+近年来#尽管对于心肌桥的研究进展较快#

但是其具体分型仍无明确的统一标准+临床上可根据患者症

状的有无分为!单纯型心肌桥#即患者体内诊断有心肌桥的存

在#但并未引起明显的临床症状(功能型心肌桥#即患者出现了

心肌缺血的症状时排除患者体内心脏器质性病变所诊断出的

心肌桥#较为少见(混合型心肌桥#即存在心肌桥且合并其它心

脏疾病#临床上可见单纯型心肌桥向功能型和混合型心肌桥转

变的患者#其转变过程值得深入探索+还可根据心肌桥依据冠

脉走行于心肌的深浅程度将其分为表浅型心肌桥和纵深型心

肌桥+其中表浅型心肌桥是指浅层心肌组织包裹全部或部分

冠状动脉#心肌组织对于冠状动脉仅有轻微的压迫#往往不会

引起心肌缺血等临床症状#可以在体检时检出+而纵深型心肌

桥是指深层的心肌将冠状动脉完全的包裹在内且位置较深#心

肌对于血管有较大的压迫性#可引起供血不足引发心绞痛,心

律失常等较为严重的临床症状甚至引发患者猝死#严重威胁患

者的生命安全+

以往常规的冠状动脉造影主要被应用于冠心病的诊断中#

应用这种传统方法诊断心肌桥
,

壁冠状动脉时#往往依据管腔

的收缩表现作为标准#由于心肌桥厚度和长度的不同以及狭窄

程度,技术限制,操作误差等因素的影响#则会导致一部分漏诊

情况的发生+传统方法是有创检查#并且时间长,花费较大#还

有出现并发症的可能+

$!

排螺旋
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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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血管分支#以及展示冠状动脉和心肌之间的关系#进一步

提升检出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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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血管造影成像技术

逐渐成为冠状动脉病变无创筛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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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试验中发现

++

例患者于心肌桥近端出现冠脉斑块#且多发于前降支中段

心肌桥近端血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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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冠状动脉未见明显斑块#与国内外有

关文献报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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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桥的存在对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的形

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会增加冠状动脉$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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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样癌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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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卵巢浆液性囊腺癌中表达+此外#

P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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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9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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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血清
KV!

的水平在早期卵巢癌

中明显高于
J*#+)

水平#其在早期卵巢癌诊断中的灵敏度为

'#('O

#明显高于血清
J*#+)

的
!)(-O

+本研究中单项检测

J*#+)

,

KV!

灵敏度分别为
!.(/O

,

$.()O

#特异性为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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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故
KV!

可以作为卵巢及子宫疾

病筛查的指标+但研究发现#

KV!

在用于女性疾病诊断时#女

性经期对其影响比较大#而且两种方法单独用于卵巢和女性子

宫疾病的检查都存在较高的假阳性+为克服假阳性较高的缺

点#本研究对
KV!

和
J*#+)

联合检测#结果表明#与单项检测

相比#联合检测的
*eJ

值明显高于单项检测#灵敏度明显

提高+

综上所述#

KV!

和
J*#+)

联合检测用于女性卵巢和子宫

疾病#可明显提高灵敏度#在卵巢及子宫疾病早期诊断和治疗

中效果较好#适用于女性健康体检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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