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外医学
·

放射医学核医学分册 9 9 6 1年第 0 2卷第 2期

犬证实有很小的梗塞 (< 1 %左心室 )
。

狭窄时冠状动脉的左前降枝末梢 压由 10 . 7 2士

1
.

6 o P k
a ( 7 7士 1 2m mH g )降至 7

.

0 0 士 1
.

Zo kP
a ( 4 5士

gm mH g )
,

减少 42 % (尸 < 0
.

0 5 )
。

左前降枝有部分阻

塞 ( %厚 度分数 )
,

从 21
.

3% 士 1
.

9 %降至 7
.

0% 士

2
.

2 % (局部缺血区 )
。

从静脉和动脉血样本中
,

乳酸

和氧消耗量证实 局部缺血区有酵解
。

归一化心 肌

B M S 1 8 1 3 2 1 活性 (非局部缺血为 1 6 5 % 士 4 2% )
,

局

部缺血区中心〔血流 < 0
.

3m l / ( m in
·

g ) 〕与正常部位

活性相比有显著意义 (尸< 0
.

0 5 )
。

定量周界 S P E C T

显像分析显示局 部缺血 区增 加的心肌 BM 1S 81 3 21

活性与平面显像类似
。

静脉注射后 60 分钟
,

肝脏活

性为局部缺血心肌活性的 42 3 %
.

结论
:
B M SI 由 32 1 优先在局部缺血但 又存活的

犬心肌内被摄取
,

并与局部心肌血流呈负相关
。

应激

S P E C T 显像能探测 B M S 1 8 1 3 2 1 滞留的增加
。

不适

宜的心 /肝比值可能限制平面心肌显像的临床应用
。

(钱忠豪摘 赵惠扬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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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患者入院时进行胸部 X 光和 C T 检查
,

恶

性肺肿瘤均经支气管镜活检证实
。

弹丸式静脉注射

7 4 o M qB ( Zo m e i )
9 9m T e 一 T e r r o

f
o s

m in 后用 y 像机进行

两种动态采集
,

在 注射后 1
.

5 小时进行持续 5 分钟

的静态显像
。

第二步动态 5 分钟阶段进行重帧
。

通过

动态研究获得时间
一

放射性活度曲线
。

5 ~ 1 0
、

25 ~ 30

和 8 5~ 9。 分钟获得肿瘤与对侧正常肺组织
、

心脏与

肿瘤和心脏与正常肺组织的比值
。

注射 ” m
T c 一 T et r o -

of s

湘
n 3 0 分钟时计算其在肿瘤

、

心肌和对侧 正常肺

组织中经衰变校正的清除百分数
。

结果
:
4 例病人 定位摄取 ” m T e 一 T e t r o f

o s
m i n

,

1

例左侧肺顶部 P an co
a st 瘤 (腺癌 )内未观察到示踪剂

积聚
。

第一分钟末 4 例病人肿瘤内达到浓聚高峰
。

30

分钟 时
, ” m T 。 一

T
e t r o f o s m in 的平 均肿 瘤清除率 为

1 8
.

3 % 士 9
.

2%
,

而平均心肌和对侧正常肺组织分别

为 9
.

2 %士 4
.

8 和 19
.

5士 5
.

8 5%
,

4 例病人注射后 90

分钟肿瘤与对侧正常肺组织的比值仍高于 1
·

25
。

1

例顶叶前位肿瘤患者的中央肿瘤坏死区证实为低活

性区
。

这与 C T 结果相符
。

仅显像前接受治疗且时间

最长者的肿瘤示踪剂清除率高于对侧正常肺组织
。

(章 斌摘 杨永 青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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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观察颅骨狭小儿童大脑皮质血流灌注状

况 及手术矫形后的变化
。

方法
:
7 例颅缝早闭患儿

;
另外 2 例阻塞性肾病

患儿经临床证实无中枢神经系统病变
,

作为对照
。

5

例颅缝早闭患儿行术前
’ 9“ T e 一

H M P A O s P E e T 脑血

流 显像
。

6 例接受手术
,

术后恢复良好
。

随访时间为

3一 16 个 月
。

所 有病 例均 行术 后蜘 T c 一

HM P A O

S P E C T 显像
,

以观察手术效果
。

结果
:

对照组脑
9 9m T c 一

H M P A O 分布均匀
,

无灌

注缺损
。

5 例术前 99 “ T c 一
H M P A O 脑显像均表现 出早

闭颅缝 区明显灌注 不足
。

手术发现 3 例早闭颅缝 区

硬 脑膜血管 不足
,

其余 3 例双侧硬脑膜血管正常
。

4

例术后
g` T

c 一
H M P A O 显 像发现原有灌注 缺损几乎

全部消失
,

仅 1 例表现为右前区持续的小灶缺损
。

另

2 例术前未行 ” ` T 。 一
H M P A O 脑显像者

,

术后 显像显

示灌注正常
。

术后所有病例接受的 M P Q (精神特征

指数 ) 测定
,

与术前相比无明显差 异
。

6 例手术患 儿中
,

4 例发现硬 脑膜血管不足
。

另

外
,

患儿手术前后
9 9m T c 一 H M P A O 脑血管显 像表现为

受累区灌注缺损和缺损消失
,

提示存在微血管水平

的灌注 低下
。

早期手术
,

解除颅骨狭小的压迫
, ”
gm T c -

H M P A O S P E C T 图像则恢复正常
,

大脑可正 常发

育
。

( 刘俊卯摘 金 稚奎校 )

0 2 6 儿童烦缝早闭的 ” . T c 一 H M P A O s P E C T 脑血

02 7 99m cT
一

M BI I 闪烁显像检查乳腺肿块与病理结

果的关系 [英口/ K h
a
lk h a

li l … // J N u e l M
e
d一 1 9 9 5

,

3 6 ( 1 0 )一 1 7 8 4 ~ 1 7 8 9

9
灿 T c 一

M BI I 闪烁显像检查了连续 1 00 例需作活

检 的乳腺肿块病 人
。

在对侧静脉 注 射
’
gm T 。 一

M IBI

74 oM B q 后 5 分钟
,

取病人俯卧位做 10 分钟乳腺侧

位 显像
,

如发现病灶靠近胸壁
,

加做 30
“

后斜位像
。

病

人不移 动
,

然后做对侧乳腺显像
。

注射后 1 小时再做

10 分钟前立位显像
,

两臂上举以观察淋 巴结
。

显像

示局灶性摄取者诊断为乳腺癌
;
弥漫性单侧或双侧

摄取者判断为阴性
。

显像结果与临床体征
、

X 线片以

及活检病理结果比较
。

结果
:
100 例病人共有 106 个病灶

,

其中临床可

触及的肿块 85 个
,

不能扣及的 21 个
。

在 X 线片上病

灶为中等大小
,

平均 ( 2
.

3 士 2
.

5 )
e
m X ( 1

.

9 土 l
·

5 )

e
m

,

只有 l 例直径为 z o e m
。

” ’ T e 一

M I B I 显像共有 3 0

个病灶是真 阳性
,

其中浸润性导管癌 15 个
,

原位导

管癌 5 个
,

其他类型乳腺癌 10 个
。

65 个病灶的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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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阴性
.

其中 4 9个可们及
,

16 个未能扣及
。

33 例

切除组织
,

32 例作针刺活检
,

结果 41 个病灶是囊性

纤维病变
,

13 个纤维腺瘤
,

5 个囊肿
,

5 个标本是 正

常组织
,

1 个是导管内乳头状腺瘤
。

9 个病灶的显像

属假阳性
,

活检示 6 个纤维囊性病变
,

3 个纤维腺

瘤
。

2 个假阴性
,

1 个是 8
.

om m 的浸润性导管癌
,

另

一个不能扣及
,

仅在 X 线片上有微钙化
。

总之
, ’ “ T c 一

M I B I 显像诊断乳腺癌的敏感度是

9 3
.

7%
,

特异性是 87
.

8%
.

其中对可扣及的肿块诊

断敏感度是 96
.

5%
,

特异性是 87
.

5%
;
而不能触及

的肿块相应是 “
.

6%和 88
.

8 %
.

在试管中
,

肿瘤细

胞摄取咖 T c 一

M IBI 比正常细胞多 4 倍
;
除去肌组织

细胞后
,

肿瘤细胞的摄取高 9 倍
。

在现阶段
,

早期诊断乳腺癌主要用体检 和 X 线

摄片方法
。

两法合用的诊断敏感度是 85 %
,

但 X 线

片的诊断特异性差
。

加用
’ ” T c 一

M IBI 闪烁显像可提

高诊断敏感度和特异性
,

从而减少活检阴性的病例
。

(沈红如摘 马寄晓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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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 40 岁病人
,

因右侧乳癌做乳房全切除后再

服用三苯氧胺治疗
。 ’
gm T

c 一

M D P 骨显像示头颅
、

肪
、

股和后肋有散在的放射性浓集灶
。

注射
’ gm T C

标记抗

粒细胞单克隆抗体 B W 2 5 0 / 1 5 0 5 5 5M助 ( 1 5m e s ) 后

4 小时做全身骨髓显像
,

见整个脊柱和四肢骨及 延

伸到胫骨和 肘部都有放射性摄取
,

肝内也有放射性

聚集
,

示骨髓外造血
。

磁共振显像示各椎体有不均匀

的信号减弱
,

符合骨髓转移
。

停用三苯氧胺
,

改用甲

孕酮 1 o O Om g d/
。

18 个月后病人仅有轻度贫血
,

血色

素 1 1 4 9 / L
,

血小板 1 04 x 1 0
9

/ L
,

白细胞计数正常
。

复

查骨髓显像见各椎体病变广泛 加重
,

而 超声 和 C T

检查未显示转移灶
。

改用表阿霉素 30 m g /周治疗
。

本例结果表明
,

X 线 C T 可漏诊乳癌骨转移而

误认为骨质疏松
。
’ 9 , T c

标记抗粒细胞抗体骨髓显像

比磁共振显像的诊断效果更好
。

(沈钱如摘 马寄晓校 )

人分析
。

全部病 人做甲状腺全切 除
,

常规用
’ 3 ,

I 清除残 留

甲状腺组织和有摄碘功能的转移灶
。

实验报道 19 例

病人在
’ 3 , I 治疗前和全组病人在治疗后的血清激素

放射免疫测定结果
。

结果
:

19 例在
’ 3 ,

I 治疗前血清垂体促滤泡激素

奄F S H )浓度是 6
.

5士 3
.

l m IU /m l
。

取均数 + 3 个标准

差为正常值高限
,

则治疗后 36
.

8 %病人的 F S H 异常

升高
,

具体病例差别很大
:

在治疗后 6一 12 个月时
,

q例 F S H 不变
,

多数是短暂升高
,

随后 又降到正常
,

只有 4 例多次用
` “ ` I 治疗者成为 F S H 永久性升高

。

按
, 31 1 治疗总剂量分组

,

1
.

n ~ 3
.

7 G鞠 ( 30 ~

1 0 Om C i )组 治疗 后的 F S H 是 1 2
.

3 士 7
.

s m IU /m l ;

3
.

7 4一 7
.

4G 鞠 ( 1 0 1一 Z o o m C i )组是 1 4
.

2士 9
.

6 m IU /

m l ; 7
.

4 4一 1
.

4 8G助 ( 2 0 1一 4 o o m C i )组是 1 5
.

4 士 7
.

4

m IU /m l
; 1 4

.

8 4一 2
.

2 2G鞠 ( 4 0 1~ 6 o o m C i )组是 1 8
·

9

土 1 0
.

6m IU /m l
;
> 2 2

.

ZG鞠 ( 6 0 0m C i )组是 2 7
.

7 士

1 5
.

1 m IU / ml
。

’ 3 , I 清除残 留甲状腺组织病人的 F S H

为平均 1 2
.

0士 7
.

o m IU /m l
;
淋 巴结转移病人为 1 3

.

0

士 s m IU /m l ;
而 13 例有远 处转移灶

,

主要是肺转移

的 病 人
,

平 均 用
’ 31 1 19

.

9 士 13
.

32 G鞠 ( 5 3 8 士

3 6 Om C :
)

,

血清 F S H 升高达 2 5
.

1土 1 6m IU / m l
.

治疗 后 甲状腺功 能正常组的平均 F SH 是 1 3
.

2

士 9
.

7 m IU /m l
,

甲减组是 1 1
.

8士 1 1
.

3m I U /m l
,

无显

著差 异
。

F S H 与 T S H (促甲状腺激素 )也不相关
。

血

清翠酮浓度在治疗前后无变化
。

11 例病人在
` 3 `

1 治

疗后成为父 亲
,

平均用治疗剂量 9
.

9 5 士 5
.

77 G B q

( 2 6 9 士 1 4 8 rn C i )
,

这 些病人都没有持久的 T S H 升高
,

精子都无异 常
。

结果表明
,

用
’ “ ,

I 治疗 甲状腺分化癌后
,

翠丸中

生长精子的细胞 有短暂功能改变
。

高剂量治疗产生

的损害可导致 不育
,

所以
’

slI 治疗 后第 2一 4 天
,

病人

应充分补液
,

多次排尿
,

并每天 至少大便 1一 2 次
,

以

减少肇丸的辐射剂量
。 ` 3 ’

I 治疗前取精液长期保存
,

也是值得考虑的措 施
。

( 沈钮如摘 马寄晓校 )

02 9 甲状腺分化癌病人在放射性碘治疗后 的辜丸

功能改变 [英二/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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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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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103 例男性甲状腺分化癌病人
,

其 中乳 头

状癌 92 例
,

滤泡状癌 n 例
。

诊断时病人年龄 17 一 60

岁
,

平均随访 9 3
.

7 士 54 个 月
。

8 例因有不育史
,

未列

03 0 2“ ,

lT 腺普试验中无血液动力学改变者 S P E C T

显像结果的评价巨英 ] / A ksu t s v … 声A m H ea r : J一

1 9 9 5
,

1 3 0 ( 1 )一 6 7 ~ 7 0

方法
:

44 3 例有胸痛症状的患 者
,

在 3 个月内均

行冠状动脉造影和
2。 ’

T I腺昔 S P E C T 心肌显像
。

其

中 45 例患者无 明显冠状动脉疾病
,

398 例患者有 1

支或多支冠状动脉狭窄 ) 5。%
.

根据试验 中血压改

变情况将患者分为两组
:

组 工为改变组
;
组 丑为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