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医学
·

放射医学核医学分册 1 9 9 6年第 20 卷第 1 期

In o u e
等

〔“ 〕

作 了
9 9 mT e一

T et ro f o s
min 心肌

SP E CT 1 8 0
0

和 3 60
0

显像的 比较
,

一8 0
0

技术的

16 例中 14 例显像清 晰
,

1 28 个心肌段中 1 23

个心肌段符合 ( 96
.

1 % )
,

而用 36 00 技术认为

的 5 个 灌注减退部位是 低估的
,

结 果提 示

1 8 00 采集图像技术比 3 60
“

者更为有效
。

7 与
2 0l T I显像和冠状动脉造影的比较

大 多数作 者认为
, 9 9m T e 一 T e t r o f o s m in 心

肌 灌 注 显 像 图 的 质 量 要 优 于 201 TI 显 像

图
〔8

·
9

,
` 5一 ` “ 〕 。 9 , “ T e 一 T e t r o f o s m in 与

2 0, T I心肌灌

注 显像 比较
,

心肌段 的 总符合率为 81 % ~

9 0 %
f ` 5一 ` ’ · ` g

, ’ 。 。 ” ” m
T e 一T e t r o f o s

m , n 心肌 灌注

显 像和
2。 ,

Tl 显像 测定冠 心病 的敏感性分别

为 1 0 0 %和 95 % ( p 一 N S )
,

测定冠状动脉狭

窄 (管径狭窄 ) 75 % ) 的敏感性 分别为 75 %

和 7 3 %
,

特异性分别为 80 %和 77 %
,

二者相

似
〔` ’ 〕 。

另有敏感性分别为 60 %和 72 %
、

特异

性均 为 8 4 %的 报道
〔 , 8〕 。

S a s a k i 等
〔, g J

报道
,

9 9m T e 一 T e t r o f o s m in S P E C T 显 像 和
’ o `

T I

S P E C T 显 像 的 敏 感 性 分 别 为 84 %和

8 8
.

4 %
,

明显高于平 面显像的 74 %和 78 %
.

T yo
a m a

等
〔 2` 〕
把 24 例经冠状动脉造影证 实

为冠心病的患者分为 A 组 (9 例单支病变 )和

B 组 ( 15 例 多 支 病变 )
,

A 组 平 面 显 像 和

S P E C T 显像的敏感性均 为 78 %
,

而 B 组 的

敏感性 则从 73 %上 升 至 87 %
,

提 示
9 9 m T c -

T e t r o f o s m in S P E C T 显像对多支冠状动脉病

变的敏感性明显优于单支冠状动脉病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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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灌注显像在评定先天性心脏病合并

肺动脉高压的临床应用

中国 医学科学院享外医院 (北 京
,

1 0 0 0 3 7 ) 渗世伟综述 萧明 第 刘迎龙 刘 秀杰审校

摘 要
:

用放射性核素方法 了解肺动脉高压的变化
,

不仅可以定性
,

还可 以进行定量分析
,

同

时作为一种无创性检查手段
,

具有简便
、

安全
、

可多次重复等优点
,

对于 先天性心脏病 合并肺动脉

高压的术前判断和术后远期随 诊
.

皆有明显的优点和实用性
。

关键词
:

肺动脉高压 先天性心脏病 肺灌注 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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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于 左 向 右 分 流 型 先 天性 心 脏 病

(C H D )
,

由于肺动脉血管长期受高血流
、

高

压力作用
,

使肺血管 内皮细胞受损
,

继而发生

相应的组织结构改变
,

而肺血管床的结构变

化 又对其手术危险性和预后影响很大
。

目前
,

各种非创伤性检查方法
,

如心 电图
、

心 向量

图
、

X 线以及超声心动图等仅依靠右心肥厚

或肺血情况间接判断肺动脉高压 P( H )
,

缺乏

特异性
〔` 〕 ; 虽然肺组织活检比较准确

,

但此项

为创伤性检查
,

且为二次手术
,

病人不容易接

受
;
而心导管检查虽然可以较直接

、

准确地测

定肺动脉压力和阻力情况
,

但病人不 易接受

重复检查
,

且对病人损伤较大
〔 2, 。

因此
,

无创

性放射性核素检查
,

作为一种简便
、

安全
、

可

多次重复的检查方法
,

已在临床开始应用
。

o
·

6 8士 0
·

1 0
。

H a s h im o t o
等

〔8 ,
对 8 4例婴幼儿

C H D 进行了手术前后对 比观察发现
,

对于 3

岁以下患儿
,

随着肺动脉压力和阻力的增加
,

右 上肺血流逐渐减少
,

右上 ( U )
、

下 ( L )肺放

射性计数比 U / L 由正常的 0
.

82 士 0
.

12 逐渐

降至 .0 58 土 .0 1 8
。

肺活检显示肺尖部肺血管

有轻度肺小动脉中层肥厚伴明显 的血管收

缩
,

属可逆性损伤
。

但 3 岁以上患儿的结果却

相反
〔,

, ` 。〕 ,

即随着 P H 的加重
,

肺尖部血流增

多
,

若 U / L 比值在 1
.

31 一 1
.

52 之间
,

多为艾

森门格复合症 (E is e n m a n g e r ` 5 C o m p le x ) 的患

儿
。

这种不同的肺血流分布是由于年龄因素

还是肺血管病变程度不同 ? 还需要进一步验

证
。

1 肺血流的分布与 P H

肺毛细血管 的内径一般为 8拜m 左右
〔 3〕 ,

静脉注射直径为 10 ~ 5即m 之间的放射性核

素标记的微粒
,

如
9 n9r T c

标记的大颗粒聚合人

血清 白蛋 白 (
9m9 T c 一M A A )

,

它随血流到达肺

血管床
,

一过性嵌顿在肺毛细血管或肺小动

脉内
,

其分布与血流量成正 比 (r 一 0
.

9 7) 以
,

5 〕 。

应用 下照像机在体外照像
,

即可得到 反映局

部肺血流的灌注影像
。

正常的肺血流灌注分布不均 匀
,

因重力

作用产生的流体静力学对静脉及肺动脉的影

响
,

使肺尖部血流减少
,

而肺底 部血流增多
。

在 P H 发展过程中
,

肺血管病变在肺组织不

同部位表现不一
,

肺底变化明显
,

肺尖最轻
。

1 9 6 4 年
,

w
a g n e :

等
〔` 〕
报道了用放射性核素

标记 M A A 进行肺灌注显像
,

观察局部肺血

流的情况
,

随后许多学者用此法对 P H 患者

进行了大量研 究
,

Fr ied m na 等
〔, 〕
通过右肺上

场 ( U )与下 兄 ( L )单位体积 的放射性 比值

u L/ 对 13 例正常人
、

10 例左向右分流不伴

P H 与 10 例左向右分流伴 P H 及肺血管阻力

升高的 C H D 患者进行分析
,

结果显示三 者

的比值分别 为 0
.

4 3 士 O
·

0 8
、

o
·

5 5 士 o
·

9 9
、

2 肺内放射性吸收剂量与 P H

由于肺灌注扫描是利用放射性颗粒直径

大于肺毛细血管直径而一过性嵌顿为基础
,

因此
,

若无右向左分流情况下从静脉注入药

物
,

95 %以上的放射性颗粒停于肺内
,

全身放

射性物质含量很少
。

因此
,

在相同的视野区和

视野 总计数的条件下
,

若肺内总放射计数量

减少或肺外区计数增多
,

则说明心 内有右向

左分流
,

肺动脉压力等于或大于体动脉压
,

肺

动脉压越高
,

右 向左分流越多
,

可以通过公式

计算右向左 的分流量
。

由于嵌顿在肺血管内的 M A A 经过一定

时间后分解为小分子进入体循环
,

被肝
、

脾内

的单核细胞吞噬
,

这样对肺内放射性计数多

少可 能有影响
,

另外标记颗粒的大小与肺内

嵌顿程度如何
,

也有很大影响
。

因此
,

采用标

准的药物剂型
、

给药剂量
、

相同范围的视野计

数区
,

或在相同的时间内进行计数
,

可消除伪

差
,

对有无右向左分流的判断会更加准确
。

但

是对某些病种
,

如合并有主动脉骑跨
、

主动脉

弓发育异常合并动脉导管未闭
、

主动脉瓣
、

二

尖瓣狭窄或关闭不全的病人
,

也可有右 向左

分流
。

因此
,

在用核素方法进行 P H 判断时
,

应加以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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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扩血管药物与 P H

肺动脉高压可分为动力型和阻力型
。

前

者肺血管病变 主要是肺 小动脉肌层肥厚
,

血

管收缩
,

肺血管仍存有潜在的扩张能力
,

术后

近
、

远期效果好
; 而后者肺血管病变主要 以阻

塞为主
,

肺血管 已失去潜在的扩张能力
,

术后

近
、

远期效果差
。

若在行肺灌注扫描时
,

加用

扩血管药物 (如 1 00 %吸氧
、

静注 前 列腺素

E
、

吸入一氧化 氮等 )试验
〔“

,

’ 2〕 ,

根据用药前

后肺血流分布或肺内放射性计数的改变程度

如何
,

就可对 P H 的病变性质进行判断
。

这对

了解 P H 的程度和性质会更加准确
。

4 P H 与术后随诊

C H D 合并 P H 的术后情况如何
,

是临床

上了解手术效果的重要工作之一
。

肺灌注扫

描作为一种无创性检查手段
,

而且可直接观

察肺血流分布等优点
,

在 C H D 合并 P H 病人

的手术后 随诊 中不但 可以 比较准确地 了解

P H 的转归情 况和转归时间
,

为临床提供 客

观证据
〔8

,

” , ,

同时它又可作为回顾性研究
,

重

新评价术前 PH 的情况
,

这对进一步提高 P H

的术前诊断水平和手术适应症 的选择
,

皆有

其独特的优势和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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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的张慧
、

汤羽达和海军 4 01 医院的李成建
、

柯银花等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
,

对
1 9 9 4 ~ 1 9 9 5 年本刊 (简称分册 )综述文章引用的期刊情况作了初步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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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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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 2 2 ) ; 2 1
.

N u e l M
e
d C

o
m m u n ( 2 0 ) ; 2 2

.

N u e
l M

e
d B io l ( 1 5 ) ; 2 5

.

M
o

l

C
e

ll B io
l ( 1 5 ) ; 2 4

.

E x p H
e m a t o

l ( 1 5 ) ; 2 5
.

国外医学
·

放射医学核 医学分册 ( 2 5 )
。

这 25 种期刊合计引次 1 0 07 次
,

占 5 7
.

5 1 %
;
其中前 18 种期刊合计引次 8 85 次

,

占 50
.

54 %
,

能提供二分

之一的信息量
,

是 《国外医学
·

放射医学核 医学分册 》中心核心期刊 ; 其中前 7 种合计 5 89 次
,

占 33
.

64 %
,

能

提供三分之一的信息量
,

是该刊高效核心期刊
。

以上核心期刊是广大专业工作者获取 国外有关情报信息的重要来源
,

也是从事临床科研教学 必不可少

的参考工具
。

因此
,

建议广大读者学会掌握利用这方面的信息
,

以便更好地开展临床科研工作
。

(张 橄 汤羽达 李成建 柯银花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