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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 CT 双期或多期扫描技术在肝小血管瘤诊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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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螺旋 CT 双期或多期扫描技术对肝内小于 3 cm 或 CT 表现不典型的肝小血瘤的诊断和

鉴别诊断的意义 方法 采用双期或多期全肝和局部动态扫描 结果 直径小于 3cm 的肝小血管瘤增强表

现复杂 呈多样化的影像 结论 肝小血管瘤的鉴别诊断的正确率与 CT 扫描技术密切相关 而观察延迟

和扫描病灶密度的充盈程度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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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 of  More-phase Spiral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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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Study the meaning in diagnosis for double or more-phase scanning display

technique to liver which inside smaller than 3 cm or CT performance  non-typical small blood

lump of liver, to discriminate that character in order to get accurate diagnosis. Method: Adopting

double or multi-period dynamic scanning for whole and local liver display. Result: The diameter is

smaller than 3 cm of small hemagioma of liver which display  at strengthen scanning

performance present complicated and diversified images. Conclusion: Small hemagioma of liver

that diagnosis  correctnes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imaging discriminate and the scanning

technique, but the observational delay the density of the infection focus, its high or low  degree

particularly for the impor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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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血管瘤是肝脏最常见的良性肿瘤 在一般平扫加 A 期或 V 期增强扫描即可明确诊断

但对直径小于 3cm 的小血管瘤或 CT 表现不典型者 采用上述单期或双期强化其诊断有一

定困难 容易误诊 因此需要多期扫描

1 材料与方法

本组 12 例病历为直径 1 3cm 的肝血管瘤 其中 7 例作 B 超时 有提示为血管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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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性质待定者

用 Elsint.Twin Flash双螺旋 CT 机先常规平扫 发现肝内低密度病变 将扫描层面放

在病变显示最大径的一层 做静脉注射增强 非离子型造影剂 80~100ml 压力注射器注射

速率为 3.0ml/s 动脉期延时 20 秒 门静脉期延时 50`60s 进行连续动态扫描

1.1 动态扫描:

在选定病变显示最大径的层面 第一分钏内连连续扫 3 次 然后分别在第二 三 四

五分钟时各扫一次 必要时 10~12 分钟再扫一次直至病变区完全充盈与肝组织等密度或恢

复至平扫所见 扫描参数 120KV 210 333mA 矩阵 512╳512 层厚 8mm Pictch0.7

1.0 1.2 图像重建 软组织算法 嘱病人在动态扫描过程中保持相同呼吸幅度

2 结 果

12 例直径小于 3 cm 的血管瘤 其增强表现较复杂 增强期呈多样化表现 12 例中有 7

例病灶早期高密度强化 从整个边缘或局部边缘开始 与大血管瘤表现一致 3 例病灶中心

强化 2 例病灶强化不显著低于正常肝组织 延迟扫描病灶均有等密度充填表现

3 结 论

肝小血管瘤与原发性小肝癌 转移性肝癌鉴别诊断的正确率与 CT 的扫描技术密切相

关 通常采用二快一长的技术即造影剂注射速度快 扫描快以及延迟扫描 而观察延迟充

盈的程度对鉴别诊断尤为重要 原发性小肝癌多有肝炎肝硬化病史 AFP 可为阳性 为富

血供的 绝大部分由肝 A 供血 A 期强化明显 增强特点为 早进早出 一般在延迟 2 分

钟后即降为低密度 肝转移瘤为少血供的 V 期呈低密度影 而肝小血管瘤的强化持续时间

较长为延迟强化型 表现为 早进晚出 或 晚进晚出 一般在 2 分钟后仍为等密度或高

密度 故多期扫描在鉴别诊断中有重要价值[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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