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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螺旋CT在急性胸部创伤中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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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析螺旋CT应用于急性胸部创伤中的诊断价值及意义。方法：选取我院于收治于2018年01月～2019年12月的100例急性胸部创
伤患者，所有患者均行病理学检查，同时行X线、螺旋CT检查。对比两种检查手段的诊断效果。结果：CT检查符合率为98%，显著高于X线
的66%，差异具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急性胸部创伤检查诊断中应用螺旋CT可进一步提高诊断率，有助于及早实施治疗，临床需根
据患者伤情而针对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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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创伤是外科常见疾病之一，分为闭合性创伤与开放性创

伤，其常累及脏器、多系统等，病情危急而发展迅速，若未及时开
展有效治疗，可直接危及生命安全[1]。因而实施积极有效的且精准
的检查诊断十分必要，是抢救工作高效、安全开展的基本保障。临
床检查诊断该病症多采用计算机 X 射线成像（digitalradiography，
DR），其检出速度较快，但由于技术效能存在局限性，误诊、漏诊
发生率较高。本研究欲探析螺旋 CT 应用于急性胸部创伤中的诊断
价值，作如下报告：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于收治于 2018 年 01 月～2019 年 12 月的 100 例急性
胸部创伤患者。男 79 例，女 21 例，年龄 24～68（46.4±21.6）岁。
受伤原因：械斗、车祸、跌落、火伤等。 

纳入标准：（1）临床资料无缺漏； （2）患者及其家属均已签
署知情同意书；（3）所有患者均于受伤 24h 内入院诊治。 

排除标准：（1）体内植入金属物质或具其他禁忌证者；（2）伴
有严重心、肾功能衰竭及神经系统疾病等；（3）妊娠期或哺乳期妇
女；（4）依从性较差且人工无法有效干预者。 

1.2方法 

1.2.1 对照组 
X 线摄像机为飞利浦生产，患者置于平卧位、立位斜位、立位

侧位以及立位前位，广泛扫描胸部。若透视情条件下其游离区可见
肋骨影像。扫描参数：115～120kV，10～13mAs，获得初步数据后
上传至中心工作中予以二次处理，由我院 1～3 临床年资＞3 年的影
像学医师单独或共同审阅。 

1.2.2 观察组 
患者置于仰卧体位，扫描参数：管电流 200~300mAs，管电压

110~130kV，矩阵 512×512，层厚 5mm。自括肋弓下缘始，至胸廓
入口，以全面广泛扫查，明晰患者胸部骨骼、软组织、胸内脏器、
纵膈以及胸腔等创伤状况。若疑似骨折可再 3D 重建处理，重建厚
度为 1m m，若增量≥1m m，扫描骨性轮廓可运用容积再现，扫描
支气管运用最大密度投影成像技术，后将数据上传至中心工作中予
以二次处理，由我院 1～3 临床年资＞3 年的影像学医师单独或共同
审阅。 

1.3研究指标 

以病理检查创伤类型为金标准，供 X 线、CT 检查结果对比，
创伤类型包括：肋骨骨折、肩胛骨骨折、皮下气肿、肺挫伤、胸腔
积液、气胸、肺不张、纵膈气肿。 

1.4统计学方法 

将资料录入 SPSS22.0 软件分析，其中计数资料（创伤类型检出
对比）以百分比%表示。 
2结果 

CT 检查符合率为 98%，显著高于 X 线的 66%，差异具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对比 X 线与 CT 检查结果符合率（n，%） 

创伤类型 病理检查 X 线 CT x2 P 

肋骨骨折 15 11 15 - - 
肩胛骨骨

折 
7 5 7 - - 

皮下气肿 13 10 13 - - 
肺挫伤 14 8 13 - - 

胸腔积液 11 7 11 - - 
气胸 8 5 8 - - 

肺不张 18 12 18 - - 
纵膈气肿 14 8 13 - - 
总计符合

率 
100 

66%
（66/100）

98%
（98/100） 

34.688 0.01 

3结论 

胸部 X 线平片是急性胸部创伤的一线检查手段之一，优势在于
操作操作便捷、经济适用性强，基层医院使用率较高。而近年 X 线
检查技术及数字化摄影技术的不断发展，其两者结合取得显著效
果。DR+X 线检查相较于常规 X 线，其摄像更为便捷，对患者要求
进一步降低，同时提升 X 线摄影成像质量，有效提高 X 线临床应
用效能。但该手段检测胸部创伤时针对 2D 成像图片质量存在一定
局限性，主要体现于胸腔中各组织成像产生重叠，直接降低成像分
辨率，从而难以明确全局病变，导致误诊、漏诊事故发生[2-3]。为进
一步提高诊断率，临床主张先行多螺旋 CT 检查。 

螺旋 CT 相较于传统 CT 的优势在于采用滑环技术，电缆长度
对球管、探测器等不产生功能限制性影响[4]。其经人体长轴持续性
均速旋转，且扫描床同步均速递进，扫描轨迹与 DNA 螺旋状相一
致，其容积扫描具有快速、不间断等特点，加之使用数字化平板探
测器接收信号，经中心站图像处理后呈现清晰检查结果。本研究结
果显示，CT 检查符合率为 98%，显著高于 X 线的 66%(P＜0.05)。
分析 CT 相比于 X 线优势在于：首先多层螺旋 C T 相较于常规 C T
的密度分辨率更高、扫描速度更快、检出速度快，且图像伪影较小，
针对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中也可发挥较高性能。其次，由于CT 属
于横断扫描，可探查 X 线平片中难以发现的骨折、错位与大血管以
及气管等损伤。而螺旋 CT 实现多层面横断扫描，有效规避重叠，
其敏感度、高分辨率更高于 X 线，可显露可轻型病变及胸壁外伤，
例如鉴别诊断积液或积血、轻性气胸或异位气体聚集、少量心包积
气、纵隔积气或间质积气等。而本研究多运用薄层重建，该方法优
势在于可进一步提升实质脏器损伤的精确性，联合使用最大密度投
影成像技术，重建各个位置成像，进而更为直观、清晰的明确各脏
器状况，以更为便捷、准确的鉴别各型骨折、纵膈气肿、纵膈血肿
等，使患者尽快得到安全救治。 

综合所述，急性胸部创伤检查诊断中应用螺旋 CT 可进一步提
高诊断率，有助于及早实施治疗，临床需根据患者伤情而针对性使
用，以切实保障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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