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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tion of A1 segment of the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on one side and formation of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 (ACOAA). Methods the CtA data 
of 100 cases of head and neck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including 50 cases in the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 group and the remaining 50 cases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location, 
shape and size of the aneurysm in the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 group were observed,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surgery or DSA. Variation (dysplasia or absence) of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A1 segment was observed in both groups. Results  In the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 group, there were 35 cases (70%) with A1 segment variation on one side of the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13 cases (26%) 
with A1 segment variation on one side) (P<0.05).  Conclusion the variation of A1 segment of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
Keywords: Anterior Cerebral Artery A1 Segment Variation; Anterior Communicating Aneurysm; CT 
Angiography

　　颅内动脉瘤是比较常见的一种脑血管性疾病，它是颅内血管的异常膨出。颅内
动脉瘤发病率在脑血管疾病中居第三位，约3.6%~6.0%[1]，仅次于脑血栓形成和高
血压性脑出血。前交通动脉是两侧大脑前动脉相交通的血管，该处动脉瘤的发病率
约占颅内动脉瘤发病率的30%。研究[2-3]表明，前交通动脉瘤的形成与大脑前动脉
A1段供血变化有关。本研究收集经手术或DSA检查证实为前交通动脉瘤者50例及无
动脉瘤者50例，分析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变异与前交通动脉瘤形成的相关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影像中心具有头颈部CTA影像资
料且经手术或DSA检查证实为单发前交通动脉瘤者50例，其中男21例，女29例，年龄
41~88岁，平均年龄(62.48±10.93)岁。排除颅内有严重脑肿胀、脑出血、颅内动脉
粥样硬化性改变及颅内多发动脉瘤患者。选取瘤样凸起高度在1.5mm及以上的为动脉
瘤，凸起高度小于1.5mm的为棘状突起，不列入本次研究。选取同期在我院行头颈部
CTA检查的无动脉瘤、无严重脑肿胀、无脑出血、无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改变患者50
例为正常对照组，其中男22例，女28例，年龄47~76岁，平均年龄(63.08±7.51)岁。
前交通动脉瘤组与正常对照组受检者的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检查方法  头颈部CTA采用GE Revolution 256螺旋CT扫描。扫描范围从颅顶
外板至主动脉弓下缘，先行CT平扫，再行头颈部CTA检查。使用双筒高压注射器
经左肘静脉以5mL/s的速度注入非离子型造影剂碘海醇50mL，后以相同速率注射
生理盐水30mL，当胸主动脉CT值达到100HU后立即开始扫描。扫描参数：管电压 
120kV，管电流 300~400mA ，重建矩阵512×512，原始数据层厚5mm，重建数据
层厚0.625mm。
1 . 3  图 像 分 析   扫描完成后将原始数据及重建数据传至ADW4.7(Advantage 
Workstation4.7)进行阅读及后处理，结合后处理图像及原始横断面图像多角度、多
平面对头颈部血管进行观察。由一名影像科副主任医师和一名影像科主治医师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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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变异与前交
通动脉瘤(ACOAA)形成之间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
析100例头颈部CTA资料，其中前交通动脉瘤组(50
例)，余下为正常对照组(50例)，观察前交通动脉瘤
组的动脉瘤的部位、形态、大小，判定结果与手术
或DSA结果进行对照；同时观察两组大脑前动脉 A1
段是否存在变异(发育不良或缺如)。结果 前交通动
脉瘤组中显示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变异者达35例
(70%)，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
变异的数目13例(26%)(P<0.05)。结论 一侧大脑前
动脉A1段变异与前交通动脉瘤的发生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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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进行观察，重点观察前交通动脉有无动脉瘤、动脉瘤的影像
学特征(瘤子的数目、大小、形态)，同时观察双侧大脑前动脉
A1段有无变异，变异分为：(1)缺如：即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
整段不显影；(2)发育不良：即一侧管径<正常侧1/2及以上。
在容积再现(VR)图像上对动脉瘤瘤颈及瘤体高度由ADW4.7后
处理工作站上的长度标尺量出。同时对两组受检者双侧大脑前
动脉A1段有无变异及变异类型进行判断；大脑前动脉A1段血
管管径亦在容积再现(VR)图像上由ADW4.7后处理工作站上的
长度标尺量出，当两位医师意见不相符时，由第三位主治医师
的诊断结果作为参考标准。详细记录观察结果。
1.4 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5.0软件统计分析所得数据。计数资
料以(χ

-
±s)的形式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组设计行乘列卡方

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 1  前 交 通 动 脉 瘤 组 动 脉 瘤 的 分 析 结 果   头 颈 部 C TA 结
果 显 示 5 0 例 前 交 通 动 脉 瘤 均 为 单 发 动 脉 瘤 ， 瘤 颈 宽 度 约
(3.14±2.97)mm，瘤体高度约(4.87±2.89)mm，与手术或
DSA检查结果相符。所选对照组50例受检者均未发现颅内动
脉瘤。

2.2 两组大脑前动脉A1段观察结果  前交通动脉瘤组中，两
侧大脑前动脉A1段对称者15例；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发育不
良者(见图1)25例(右侧者21例，左侧者4例)；一侧大脑前动脉
A1段缺如者(见图2)10例(右侧者6例，左侧者4例)。正常对照
组中，两侧大脑前动脉A1段对称者37例，一侧大脑前动脉A1
段发育不良者12例(右侧者7例，左侧者5例)，一侧大脑前动
脉A1段缺如者1例(右侧者1例，左侧者0例)(见表1)。前交通动
脉瘤组中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变异者所占比例较正常对照组
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变异者所占比例高，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说明前交通动脉瘤的形成与一侧大脑前动脉A1
段变异有明显的关系。另外，前交通动脉瘤组及正常对照组
中，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发育不良前交通动脉瘤形成者所占
比例为72.9%，无大脑前动脉发育不良前交通动脉瘤形成者所
占比例为28.8%，前者比例明显高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图1 前交通动脉瘤，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发育不良。图2 前交通动脉瘤，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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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   论
　　颅内动脉血流动力学的改变是颅内动脉瘤形成的主要原
因。颅内动脉血流动力学改变的原因有后天性因素和先天性因
素。脑动脉内各种原因所致的血流动力学改变是颅内动脉瘤形
成的主要后天性因素，如：高血压、脂质代谢障碍及炎症反应
等。血管壁中层存在裂隙或颅内血管变异等为动脉瘤形成的先
天性因素[4-6]。
　　Willis环是位于颅底的脑动脉血管网，前交通动脉是Willis
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节颅内血管之间压力差的重要结构；
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出现发育不良和缺如等变异引起该侧血
流减少时，可通过前交通动脉调节双侧大脑半球的血流量及血
流压力。Hademenos等[7-8]指出血液经颅内动脉分叉处血管壁
切应力及血流压力增大，造成血管内弹力层变性破坏和中层缺

损，持久的血流动力学异常会导致血管结构的不均匀，逐渐形
成动脉瘤。瘤内复杂的血流形式对瘤壁的不同部位产生多变且
大小不同的切应力，通过影响离子通道的激活、细胞骨架重
排、基因表达等细胞内事件，影响血管内皮细胞的更新代谢，
导致细胞的变性和凋亡，在过高或过低的血管壁切应力的作用
下，瘤体逐渐增大，最终破裂。
　　有研究发现，约50%~73%的前交通动脉瘤患者存在大脑
前动脉A1段变异[9-10]；国内对前交通动脉瘤的发生与大脑前动
脉Ａ1段变异相关性的研究中也普遍认为大脑前动脉Ａ1段变
异者前交通动脉瘤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无前交通动脉瘤者[11]。
本文50例前交通动脉瘤患者中，大脑前动脉A1段变异者35例
(70%),与正常对照组变异者13例(26%)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本研究结果证明前交通动脉瘤的形成与大脑前动

表1 大脑前动脉水平段(A1 段)变异与前交通动脉瘤的关系[n(%)]
                         双侧对称               一侧发育不良            一侧缺如

ACOAA组(n=50)              15(30%)                  25(50%)               10(20%)

正常对照组(n=50)           37(74%)                 12(24%)               1(2%)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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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A1段的变异有关。
　　以往研究发现[12]，右侧大脑前动脉A1段变异的发生率约
为左侧的4倍，变异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本文50例前交通动脉
瘤患者中，左侧大脑前动脉A1段变异者8例，右侧大脑前动脉
A1段变异者27例，右侧变异者约为左侧的3.4倍，与以往的研
究得出相似的结论，但左右两侧变异的比率具有一定的差距，
可能是实验样本量较小的缘故。右侧变异者较左侧多的原因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亦有研究发现[13]，前交通动脉瘤的发生与
大脑前动脉A1、A2段之间的夹角及动脉瘤的形态有关，本研
究目前仅局限于前交通动脉瘤的发生与大脑前动脉A1段变异
之间的关系，后续研究可从多因素对前交通动脉瘤的发生的影
响等方面进行分析。
　　本研究显示，一侧大脑前动脉A1段变异与前交通动脉瘤
形成之间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头颈部CTA检查可准确的提供动
脉瘤的形态学特征，为前交通动脉瘤的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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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肿瘤实性成分Cho值较囊变部分高，肿瘤生长增殖活
跃的周边部位Cho值较肿瘤中心部位高。胶质瘤术前MRS分析
在胶质瘤立体定向活检术中也有很高的应用价值[13-14]，通过波
普分析可以判断肿瘤实性区和坏死囊变区，根据肿瘤细胞代谢
产物水平的差别进一步分析肿瘤生长活跃区，从而帮助立体定
向活检术选择合适的靶点，进一步提高定向活检的成功率。
Ki-67是反应肿瘤细胞的增殖程度的核蛋白，可以反应肿瘤的
生长增殖活跃程度，其表达程度的高低与胶质瘤级别的高低相
一致。本组实验结果表明高级别胶质瘤Ki-67表达程度明显高
于低级别胶质瘤，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本实验通
过相关分析还表明胶质瘤Cho/NAA、Cr/NAA比值与Ki-67表达
程度的高低呈正相关关系，即二者在胶质瘤分级诊断中具有高
度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1H-MRS成像及术后Ki-67蛋白染色观察在脑
胶质瘤术前定性诊断、分级诊断和术后治疗方案的制定中有重
要的临床价值和现实意义。本实验的不足之处是样本量较少，
MRS检查时感兴趣的选取位置受肿瘤坏死囊变影响，病理送检
取材时送检的病变部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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