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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 2 0, T I腺昔 s p E C T 显像的 4分钟与 6分钟静脉

给药方案的比较 〔英〕 /O’ K ee fe
.

JH … // A m H ea rt J一

1 9 9 5
,

1 2 9 ( 3 ) 一 4 8 2~ 4 8 7

目前临床上对
’ ol

IT 腺昔负荷实验中减轻患者副

作用的具体给药方案尚无统一的规定
。

实验对 73 0

例冠心病患者静脉给药 6 分钟与 62 1 例静脉给药 4

分钟所产生的副作用和 S P E C T 显像结果进行了对

比
。

方法
:

将患者分为两组
。

组 1
:

给药时间为 6 分

钟
;
组 2

:

给药时 间为 4 分钟
.

腺昔 以 1 4 0拌g / (k .g

m in )的速度静脉注射
。

两组分别在给药的第 4 和第 3

分钟注射
20 ,

T I 9 2
.

5 ~ 1 4 8M鞠 ( 2
.

5 ~ 4
.

o m C i )
,

注入

后 5 分钟行 S P E C T 显像
。

负荷实验后 ( 8士 1 2 天 )对

组 l 的 2 3 3 ( 3 2 % )例和组 2 的 1 7 4 ( 2 8 % )例患者进行

随访并分别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
。

结果
:

实验过程 中
,

组 1
、

组 2 分别有 90 % 和

91 % 的患者出现副作用 (尸 = N S )
,

且出现副作用的

时间分别为 2
.

9 士 4
.

4 分钟和 2
.

1士 1
.

6 分钟 ( 尸 <

。
.

0 5 )
。

中途停止或减低给药剂量的分别占 4 %和

2 %
。

胸闷
、

持续胸痛
、

血压过低
、

S T 段改变等症状的

发生率组 2 均小于组 1
。

I
“ 、

.
。

房室传导阻滞的发生

率组 1和组 2 分别为 4
.

5 %和 3
.

0 %
,

从开始给药到

高度房室传导阻滞的出现平均时间分别为 2
.

2士 2

分钟和 1
·

4 士 1
.

9 分钟
。

两组在临床诊断总体的准确

性 (组 1 :

93 % ;组 2 :

92 %
;尸 一 N )S 和多支病变的检出

率上均十分相似
。

结论
: 2 0l

IT 腺昔持续 4 分钟给药和持续 6 分钟

给药在临床诊断的灵 敏度和特异性没有显著性 差

异
,

但持续 4分钟给药可缩短患者耐受时间
、

减少严

重的并发症
。

(丁海勤摘 刘 秀杰校 )

可疑心肌梗塞组 14 例
,

平均发病时间为 7 士 6天
。

显像

前至少 1 2小时内只可食低脂餐
,

静脉注射 IP P A 2 22

一 2 9 6 M qB ( 6 ~ s m C i )前 3 0 ~ 6 0分钟 口服 l m l L
u g o l

氏溶液
。

IP P A 注射后 9分钟立即行 sP E C T 显像
,

40

分钟后再行延迟显像
。

结果
:

正 常对照组 IP P A 心肌各节段摄取均匀

( 8 6
.

6 % 士 6
.

5 % )
,

梗塞组中 13 例梗塞节段 IP P A 心

肌摄取小于对照组 ( 5 2
.

7写士 1 0
.

6 %
,

P ( 0
.

0 0 1 )
,

非

梗塞节段 伊 P A 心肌摄取与对照 组无显著性差异

( 8 4
.

9 % 士 7
.

8 % )
。

心 肌 梗 塞 节 段 IP P A 代 谢 率

( 3
.

9 % 士 1 2
.

1 %
,
尸 < 。

.

0 0 1 ) 明 显 低 于 对 照 组

( 14
.

2 % 士 5
.

8 % )
,

非心肌梗 塞节段 IP P A 代谢率

( 2 3
.

0 % 士 9
.

6 %
,

P < 0
.

0 0 1 )明显高于对照组
。

结论
: ” 3

1
一

I P P A S P E C T 可用来检查心肌梗塞的

部位及范围
,

还可鉴别坏死与缺血心肌
。

(丁海勤摘 刘秀杰校 )

0 9 0 ’ 23一 ,p p A s p Ec T 显像估价急性心肌梗塞忍者

左室心肌脂肪酸代谢〔英〕 / H an se n C .L 二
// A m Hae rt

J一 1 9 9 5
,

1 2 9 ( 3 )一 4 7 6一 4 8 1

静息状态下心肌运动所需能量的 85 % 以上是由

游离脂肪酸提供的
,

碘苯十五烷酸 ( IP P A )是研究心

肌脂质代谢 (与
` ,

C
一

棕桐酸相类似 )的显像剂
。

IP P A

S P E C T 显像是一种无创性检测心肌梗塞
、

评价心 肌

活力的有效方法
。

方法
:

正常对照组 9例
,

临床心电图和酶学检查

。91 发生器制备的脑灌注 尸E T 显影剂 62
uC

一
P T S M

的临床应用〔英〕/ O k a z a w a
H … // J N

u e l M de 一 1 9 9 4
,

3 5 ( 1 2 )一 1 9 1 0 ~ 1 9 1 5

研究
6 , C u ( p

,
Zn ) ` Z Z n 、 6 ,

Z
n

/
` ,

e
u
发生器制备的能

发 射 正 电 子 的
` , C u

标 记 P y r u v a l d e h y d e 一 b is 一
N

` -

m e t h y l t h io
h io se m i

e a r b a z o n e ( 6 2
e

u 一

P T s M ) 脑 灌 注

P E T 显像结果
,

并与 H
2 1s 0 脑血流 P E T 显像 比较

,

探讨 62 C
u 一

P T S M 脑显像的临床应用可行性和定量意

义
。

方法
:

10 例有脑神经症状患者
,

先在 5一 8秒内静

脉 注 射 H
Z , ’ O l l l o M均 ( 3 o m C i )

,
1 2 0秒后 用 日立

3 6 0 0 w P E T 做脑血流显像
。

1 0分钟后再注射
6 ,

C
u -

P l
、

SM 3 7 0~ 7 7 7 M鞠 ( 1 0 ~ 2 1: n
C i )

,

容量 4 m l
,

注射后

立即显像
。

最初每 15 秒一帧
,

共 1 20 秒
,

随后每 60 秒一

帧
,

共 10 分钟
。

从动态 显像组合成 10 分钟的静态图

像
。

注射药物后 2
、

3
、

5
、

10 分钟从肪动脉取血
,

用液相

色谱分析测血浆中的
` Z

C
u 一

P T SM 和 用辛醇提取的脂

溶部份量
。

结果
:

10 例病人的
` Z C u 一

P T S M 脑 P E T 图像尚清

楚
,

但与 H Z” 0 脑血流显像相 比
,

在高血流量和低血

流量灌注时的脑组织显像都不够稳定
,

并且脑血流

量 与 62 C u 一 P T S M 吸收 量 不 呈线 性 关 系
。

虽
` , C u -

P T SM 可用发生器制备
,

为广泛应用于 P E T 创造条

件
,

但是作为脑局 部血流定量显像剂
,

还需要作一 系

列观察和校正
。

(沈红如摘 马寄晓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