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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CT 在髋关节发育不良(DDH)诊疗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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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髋骨关节发育不良是一种复杂的疾病，由于髋关节解剖比较复杂，一般的 CT 很难全面获取其病灶情况。CT 三维重建技术可从多角

度来分析髋关节的生理结构，获得数据全面，对于手术方案确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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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关节发育不良（DDH）是指婴儿出生时就存在或者在后续的

发育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髋关节异常的情况，包括发育不良的髋关

节以及髋关节半脱位等。对于该疾病需要及时的诊断并治疗，从而

恢复其生理结构。 

一、DDH 一般情况 
目前已经确定的 DDH 发生危险因素中，性别、臀先露、巨大

儿、遗传因素、胎儿过度成熟羊水少等都在其中。而大量文献显示
[1，2]，DDH 最常见的并发症为先天性肌肉倾斜以及先天性足部畸形

等，严重影响后续的生活开展，因此需要早诊断早治疗。 

二、CT 在 DDH 疾病诊断中的发展 
2DCT 的出现，使得在轴位和髋关节的异常解剖的分析上获得

更为清晰的数据，但是对于骨性重叠和缺少方面的标识仍然存在较

大缺陷，无法对于病变的髋关节进行调整。3DCT 的出现有效解决

以上的问题，不仅可以清晰观察骨性的解剖结构，还能在不同方位

对于各项指标进行精准的测量。随着计算机软件的发展，CAD 技术

融入 3DCT 诊断中，使得 3DCT 的重建图像更加真实，将髋关节 3DCT

数据输入计算机后，经过 CAD 等专业数据库的分析和图像重组获

得清晰的三维图像，使得医生在髋臼和股骨头的三维空间关系中获

得更加精准的数据[3-5]。 

三、3DCT 对 DDH 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CT 检测获得的数据将传输至 3D 工作站，启动三维骨骼重建计

算程序将所有的软组织部分去除，可获得单纯的骨性模型。对于髋

关节解剖结构的观察，可以将其从髋臼中独立出来，使得每一部分

的发育情况均能独立分析，获得精准数据。Roach 研究显示，采取

3DCT 技术对于 DDH 患者诊断，半脱位的患者髋臼前柱发育不良，

但前倾案例较少，后柱发育良好；全脱位患者中，髋臼前后柱均存

在发育不良情况[6-9]。 

3DCT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侧面以及感兴趣区进行观察和测量，

除了可以对 CE 角等进行测量外还能对于 ALAL 以及 PLAL 等大量

数据进行测量分析。 

四、DDH 疾病分型中采取 3DCT 的作用价值 
Graf 等[10]对于 48 例 DDH 的患者采取 3DCT 进行观测和分析，

并将数据结果与正常人群进行比较，结果获得 4 种类型，包括：轻

微缺损型、外侧中央缺损型、前外侧缺损型、以及全缺损型，外侧

中央缺损型、全缺损型是普通的 X 线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五、3DCT 在 DDH 治疗中的作用 
当前的医疗水平中对于 DDH 的治疗目的是尽快恢复髋关节的

正常生理结构和应力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或者延迟骨性关节炎的

发生。相关研究显示[11,12]，对于髋关节的治疗重要的步骤是整理患

者缺损的髋臼，并将其归位，传统的 2DCT 或者 X 线无法满足以上

的要求。3DCT 技术可以很好的解决以上的问题，其可以清晰的显

示微小结构的生理情况，对于细小的变化均能展示出来，因此对于

治疗方案的确定具有指导性意义。 

随着计算机软件的发展使得 3DCT 在可视化的手术设计和手术

模拟中逐渐展示其优势，使得复杂的三维重建和可视化矫正设计均

成为可能[13-16]。 

六、小结 
髋关节发育不良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疾病，由于发病部位特殊生

理结构，使得一般的二维显影或者 X 线均不能很好的获得相应的图

像，3DCT 可从不同角度、平面显示病灶的生理结构，因在髋关节

发育不良判断中意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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