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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low dose contrast agent CT 

angiography (CTA)in the diagnosis of head and neck vascular diseases. Methods  A total 

of 75 patients who were suspected of head and neck vascular disease accepted head and 

neck CTA examination  by low dose contrast agent. The imaging quality and the effect 

of lesion display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quality of all images met the  diagnostic 

requirements. The excellent rate of images quality of carotid artery and cerebral arteries 

were 82.6% and 81.3%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included 32 cases of aneurysms, 2 cases of 

vascular malformation, 13 cases of cerebral arteriosclerosis, 3 cases of carotid obstruction, 

and 2 cases of moyamoya. Conclusion  The 128-slice spiral CT imaging of head and neck 

vessels with low-dose contrast agent can obtain the image quality that meets the diagnostic 

requirements, and reduce the dosage of contrast agent without affecting the diagnostic 

results effectively, which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the possibility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contrast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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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层螺旋CT头颈部血管成像(CTA)是一种安全的无创性检查方

法，由于头颈部CTA扫描范围相对较广，常规扫描常采用高浓度对比剂

(约70ml)注射扫描，以此使血管获得足够浓度对比剂，取得高质量的

扫描图像
[1]
。然而，大剂量对比剂的应用对肾功能不全患者具有较大

的潜在危险，且一定程度上增加对比剂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性，在满

足临床诊断的前提下使用小剂量对比剂进行CTA扫描对患者而言具有重

要意义
[2]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采用小剂量对比剂与适当

生理盐水进行低对比剂浓度扫描，也能获取满足临床诊断需求的图像

质量
[3]
。本研究收集75例小剂量对比剂128层螺旋CT血管成像(CTA)检

查图像质量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小剂量对比剂CTA检查在头颈血

管病变筛查中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7年1月～10月本院临床拟诊头颈部血管病

变患者75例，男性49例，女性26例；年龄30～69岁，平均55.5岁。其

中，因蛛网膜下腔出血就诊者20 例，因头痛伴肢体麻木就诊者30例，

因肢体功能障碍就诊者25例。全部病例采用小剂量对比剂进行128层

CTA检查。

　　1.2 仪器与方法  采用GE 128层LightSpeed VCT，Uirich高压注

射器，18G留置针，先行头颈部平扫，层厚5mm。扫描参数：120kV，

300～400mA，层厚0.625mm，间隔0.625mm，螺距0.98∶1，扫描范围

由主动脉弓至颅顶(包全头颈动脉)，行肘静脉穿刺，使用高压注射

器以4～5mL/s注入30 mL碘海醇(350mgI/mL)、60mL生理盐水，应用

SmartPrep软件实时监控，监测点置于升主动脉，当感兴趣区造影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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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达阈值(50Hu)后触发增强扫

描。图像后处理采用ADW4.4软

件，采用最大密度投影(MIP)和容

积再现(VR)进行头颈动脉血管重

建。所有图像由2名放射影像科

医师进行独立诊断，如意见不一

致，经讨论后达成一致意见。

　　1.3 图像质量评分标准
[4]
  

将图像中血管显示清晰、管壁显

示良好，无骨残留者定为优秀，

记为4分；将图像中血管显示略微

清晰、管壁稍模糊，少量骨残留

者定为良好，记为3分；将图像中

血管显示不足一半或具有较多骨

残留，但不影响血管观察者定为

尚可，记为2分；将图像中含有大

量骨残留影或伪影，严重影响血

管观察且不能满足诊断需求者定

为差，记为1分。

 

　　2  结   果

　　2.1 颈CTA图像质量分析结果  

采用低剂量对比剂联合生理盐水

进行头颈部血管128层CTA检查，

能够获取良好的图像质量，够满

足临床诊断需求，头颈CTA图像质

量按评分标准分为颈部动脉及脑

部动脉两组进行分析，结果见下

表。

　　2.2 头颈血管病变分析结果  

本组小剂量对比剂头颈部CT血管

成像(CTA)检查图像质量均达到

诊断要求，头颈部血管病变显示

清楚；75例中正常23例，异常52

例。异常病例中：脑动脉瘤32例

共计38个动脉瘤，分布于前交通

动脉的动脉瘤12个(图1-3)，大脑

中动脉瘤17个(图4)，基底动脉瘤

4个(图5)，颈内动脉虹吸部动脉

瘤3个，大脑前动脉瘤2个，动脉

瘤最大21.5mm×14.2mm×6.5mm，

最小2.3mm×6.2mm×3.2mm，单发

性脑动脉瘤30例，多发脑动脉瘤

2例(共8个动脉瘤)；脑血管畸形

(AVM)2例(图6)；脑血管硬化13

例；颈内动脉阻塞3例(图7)；烟

雾病2例(图8)。病变的部位、大

小、形态、数量、以及与邻近血

管的关系显示清楚。

　　3  讨   论

　　头颈血管病变是造成脑部缺

血或出血的主要原因，且发病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早期发现头颈

部血管病变并及时做出相应的临

床干预，能够有效降低脑部缺血

或出血的风险。

　　3.1 头颈部血管影像检查比

较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是

诊断脑血管病的“金标准”，但

其为有创检查，操作复杂，耗时

长，增加了检查的危险性
[5]
，不

宜作为头颈部血管病变筛查的首

选检查方法。多层螺旋CT血管成

像技术是一种安全快速的无创检

查方法，是诊断头颈部血管的常

用检查方法之一，然而头颈部CTA

扫描范围广且解剖结构复杂，使

用大剂量对比剂容易造成对比剂

注射侧头臂静脉及锁骨下静脉对

比剂残留，影响图像质量
[6]
，且

加重肾功能不全者肾脏负担，增

加对比剂不良反应发生的可能。

因此，在不影响临床诊断的前提

下尽量减少造影剂的使用剂量在

临床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3.2 头颈部血管CTA成像特点  

据文献报道
[7]
，多层螺旋CT具有

快速扫描的特点，因此在临床工

作中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取数据，

不需要长时间保持血管内对比剂

高浓度状态，利用小剂量进行头

颈部CTA即可获取良好的图像质

量，且不影响临床诊断。CT值强

化程度与对比剂的剂量和注射速

率具有密切的关系，注射速率越

快其峰值相对较高，动脉的强化

程度与周围组织差异越大
[8]
，约

有利于病变的发现。头颈部CTA采

用小剂量增强能够避免大剂量增

强产生的伪影，通过注射生理盐

水冲刷对比剂，对血管强化程度

不会构成负面影响
[9]
。

　　3.3 头颈部血管CTA成像的应

用价值  在低剂量对比剂128层

CTA检查时，由于对比剂剂量小

(约30ml)，将监测点置于升主动

脉，当感兴趣区造影剂浓度达到

设定监测阈值(50Hu)及时准确启

动扫描是获得理想CTA图像的关键

所在，扫描提前或延后都有可能

对CTA图像质量产生不良影响。本

组75例采用小剂量对比剂联合生

理盐水进行头颈部血管128层螺旋

CT成像(CTA)检查，获取了良好的

图像质量，满足临床诊断需求，

对病变的部位、大小、形态、数

量、以及与邻近血管的关系均能

得到清晰的显示。

　　综上所述，采用小剂量对比

剂联合生理盐水在128层螺旋CT头

颈部CTA检查，在不影响诊断结果

的前提下有效降低对比剂用量，

有利于降低对比剂不良反应发生

的可能，可作为头颈部血管病变

筛查的首选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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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头颈CTA图像质量评分比较

分组（n=75）  优（4分）  良（3分）  中（2分）  差（1分）  优良率

颈部动脉      37（74%）  25（16%）  10（8%）    3（2%）    82.6%

脑部动脉      41（82%）  20（10%）  12（4%） 2（4%）    81.3% （下转第 14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