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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腰椎骨折的
W

线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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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重建技术的诊断价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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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
W

线&

()

&重建技术几种检查方式在胸腰椎骨折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

以

"$!@

年
?

月至
"$!?

年
@

月该院收治的
<$

例胸腰椎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给予
W

线&

()

&重建技术检查!

回顾性分析患者诊断结果%结果
!

W

线&

()

&

()

结合重建检查诊断胸腰椎骨折准确率分别为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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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重建诊断准确率最高!但
&

种方法诊断准确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结论
!

W

线片&

()

&重建技术应用于胸腰椎骨折临床诊断中均可取得良好效果!

()

&重建技术诊断准确率相对

更优!

&

种诊断方式联合使用能够取得更加理想的诊断效果%

关键词"胸腰椎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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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腰椎骨折属于临床治疗中一种常见外伤类型#

是由于强大外力作用导致
)!!

#

R"

椎体受到冲击#引

起椎体后缘终板发生粉碎性骨折'

!

(

)及时采取有效

方式准确诊断胸腰椎骨折患者病情对后期治疗方案

的制订*手术的实施*患者预后效果的提高均具有重

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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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W

线*

()

检查为骨折患者临床诊断

中应用的常规方式#各种方式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均存

在其各自的优点和缺陷)本研究主要分析
W

线*

()

检查*重建技术
&

种方式应用于胸腰椎骨折患者临床

诊断的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将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

收治的
<$

例胸腰椎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f"#@

&岁%

其中
&>

例为交通事故伤#

"?

例为高处坠落伤#

!@

例

为摔伤#

@

例为其他原因导致的骨折)所有研究对象

均在充分了解本研究后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

!

方法
!

<$

例患者均给予
W

线*

()

*重建技术检

查)$

!

&

W

线检查!仪器为万东
@$$8-W

光机#选用固

定滤线栅)成像系统选用
aA53X,G;:F7*G:J(=<@$

机)检查过程中#以患者具体受伤部位为根据#摄取

正侧位片#少数患者摄取双斜位片)$

"

&

()

检查!选

用双排螺旋
()

机$型号!

1=+*_()&"@

&实施
()

扫

描)受检者保持仰卧位#以
W

线平片*临床定位作为

根据#明确具体扫描范围#扫描层面垂直于椎管#实施

螺旋扫描)参数设置!电压*电流分别为
!"$X*

*

!&$

8-

#层厚*间隔均设置为
&88

#螺距为
!#@$n!#$$

#

床速设置为
?#$88

"

;A7

)实施
&

#

@

个椎体扫描#以

患者实施情况为根据实施局部薄层扫描#扫描层厚为

!88

#间隔为
!88

#然后实施重建#实施表面遮盖

$

..,

&#再行大强度投影并实施重建)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

软件行统计学分

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OfG

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W

线诊断结果
!

W

线检查共诊断出骨折
?0

例#

其中
&&

例为腰椎骨折#

">

例为胸椎骨折#

!$

例为胸

腰椎同时骨折#

"

例为椎体滑脱伴椎弓崩裂)诊断准

确率为
<?#"@/

)

<

例行
W

线检查显示椎体表现出清

晰,楔形-变化#见图
!

#少数患者椎体边缘存在游离骨

块%

!&

例检查显示楔形轻微变化%

!!

例患者存在横突

骨折#横突骨折共有
!@

个)

图
!

!!

腰椎侧位
W

射线平片

/#/

!

()

及重建诊断结果
!

行
()

检查共有
%%

例被

诊断为骨折#见图
"

#其中
@%

例为爆裂骨折#

"$

例为

横突骨折$横突骨折共为
"?

个&)

@

例伴有椎板骨折#

>

例伴有棘突骨折#

!$

例伴有骨性椎管一定程度狭

窄#

%

例椎体有一定向前滑脱)

()

检查的诊断准确

率为
0?#"@/

)行薄层扫描及后期重建技术检查及处

理后#

&

例
()

检查漏诊患者得到确诊#为轻微压缩性

骨折#见图
&

)

()

结合重建技术诊断准确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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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检查方式诊断准确率比较#差异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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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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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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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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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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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技术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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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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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腰椎骨折发生后#患者身体平衡性会受到严重

影响#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6>

(

)潘世荣'

@

(指

出#高能量损伤是青壮年人群发生胸腰椎骨折的原

因#自身骨质疏松为老年人发生胸腰椎骨折的重要原

因之一)老年人受到外伤较易发生神经功能损伤#临

床治疗难度明显加大'

?

(

)及时*准确诊断对胸腰椎骨

折患者临床治疗*预后效果提高具有重要价值)

W

线*

()

检查均为骨折患者临床诊断中应用的

常规诊断方式)

W

线应用于胸腰椎骨折临床诊断中

可清楚地显示胸腰椎椎体骨折#同时可较清晰显示椎

体具体形态*生理曲度*椎间隙等'

%

(

)同时#该种诊断

方式还可较好地显示椎体滑脱*椎体骨折*椎管连续

性状况等#可清晰观察到脊柱成角畸形发生情况及横

突骨折情况#能够观察到椎弓崩裂情况'

<

(

)本研究

中#给予患者
W

线检查后#诊断准确率为
<?#"@/

)

与
W

线片相比#

()

扫描的密度分辨率更高#检查过程

中#周围组织重叠不会对诊断准确性产生影响#患者

无效变换体位#实施平扫便可清晰观察到三柱解剖结

构*骨折处状况*骨折片数目*骨折线走向*椎管狭窄

程度等'

0

(

)同时#通过行
()

扫描可对脊柱骨折类型*

脊柱稳定性进行有效评价#还可观察到椎小关节脱位

情况*椎管形态及大小等#进而了解患者神经根*硬膜

囊的受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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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建技术能够获得具有极强三维

立体感的图像#图像具有较高清晰度#且极为逼真#同

时具有良好立体感#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任意角度旋

转'

!!

(

)在胸腰椎骨折诊断中应用重建技术可更加清

晰*逼真显示骨折类型#同时还可较好地显示复杂骨

折线#诊断医生能够直观了解患者病变解剖关系#通

过测量三维空间距离*角度#为患者后期手术治疗提

供精准解剖依据#对手术治疗效果及预后的提高均有

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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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分别给予入选患者
W

线*

()

扫

描*重建技术
&

种方法进行检查后#

()

结合重建技术

表现出最高诊断准确率为
!$$#$$/

#单独
()

扫描*

W

线检查诊断准确率分别为
0?#"@/

*

<?#"@/

#但
&

种

方法诊断准确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综上所述#

()

*

W

线检查及重建技术应用于胸腰

椎骨折临床诊断中均存在各自优点)

&

种方法联合应

用于疑似胸腰椎骨折患者临床诊断中#有望使诊断效

果得到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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