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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双下肢全长拼接技术在临床上骨关节疾病手术上的指导价值。方法 从我院去年引进的新设备中检查选取 2018 年 8 月～

2019 年 8 期间共 181 例双下肢全长患者，其中男性 64 例，女性 117 例，再从其中找到有 38 例患者，男性 15 例，女性 23 例，（术前术后均

做过下肢全长检查），进去图像测量和数据分析。结果 所有图像均符合诊断要求，术前术后应立角度有所改善，下肢全长拼接技术能给临

床起到直观的图像给骨科术前制定方案以及术后手术评价起关键性的作用[1]。结论 双下肢拼接技术在骨关节系统，尤其是膝关节内外翻等

疾病诊断及治疗上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值得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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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地区潮湿严重加之山路多而崎岖所以骨关节疾病多常见，

尤其是膝关节方面的疾病。对于这类病人骨科都对来我们放射科进

行拍片来辅助确定病情，同时制定手术方案。目前双下肢全长拼接

主要用于髋关节、下肢骨及膝关节手术人工置换方面的检查，用于

术前评估，方案制定以及术后效果的评估[2]。所以我院本着应患者

及临床要求于 2018 年 6 月引进安健科技动态 DR。本文主要介绍这

一年来我科下肢全长技术的应用成果，对于日常工作的一个总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pacs 上选出我科 2018 年 8 月～2019 年 8 月期

间下肢拼接技术检查的的所有记录共 181 条，得出其中男性患者共

64 人，女性患者共 117 人。年龄从 2 岁～88 岁不等，30 岁以下 26

人，平均年龄（52±9.68）岁。当中大多分为三类。一是膝关节内

外翻 52 例，二是骨关节退行性病变 74 例，三是 38 例术后评估，

20 例未见明显异常，所欲图像均为合格图像，无明显错位拼接。本

文主要分析这术后 38 例患者的图像，进行术前术后随访比较，阐

明全下肢拼接技术的应用价值。 

1.2 设备及拼接软件 

2018 年我院引进深圳安健科技的动态 DR，并成为培训基地。

该设备带有透视、拍摄、录像一体的功能，方便造影及拼接技术检

查。拼接软件为设备厂家自带软件。 

1.3 检查及拼接方法 

对于患者我们常规优先考虑站立负重位，但仍有小部分无法站

立的患者我们选择仰卧位。对于大部分站立位患者，首先我们把设

备投照距离 FFD 设为 150cm，检查床竖立状态，检查床前搭上 40cm

木板台阶，嘱咐患者脱鞋站上台阶（否则照射不到脚踝），以标准

的站立位背靠着检查床，足尖稍内旋，双手扶住两侧把手。然后我

们把两个体表标记物分别贴在患者右侧股中下 1/3 和右侧腓骨中上

1/3 处，取下虑线栅。嘱咐患者不能动。然后从操作界面选取患者

基本信息，选择下肢拼接条件。取 AP 位，KV：75，MA：320，MAS：

2.5,透视下采集图像，首先是第一幅图像包括髋臼上缘 3cm，至股

骨标记下缘，第二幅图同时包括上下标记，第三幅图包括标记下缘

及内外踝下缘 3cm。 图像采集完成进入图像观察界面拼接程序，

同时选择三幅图像，设置重叠大小 30%，平移范围 15%，以标记物

为参照物选取上中中下四个匹配点，匹配图像，保存拼接后图像完

成检查，我院拼接成功率为 100%。 

图 1、2 膝关节外翻治疗前后 图 3～6 膝关节炎人工关节置换 

2 结果 
所有参照上述方法所得到的图像合格率为 100%，联系临床骨

科大夫得到一致好评。对于 181 例患者中有手术前后对比的 38 例

患者进行比较，其中 24 例为膝关节内外翻，1 例为关节炎关节置换， 

从下肢应力线分析及关节间隙对比分析，均有有明显好转，手术均

取得较好的效果，电话随机随访 15 位病人，也都表示术后行走及

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对于手术结果非常满意。 

3 讨论 
DR 下肢全长摄片是由多幅图像拼接而成，所以图像的采集尤

为重要，负重位能更好的显示膝关节等疾病，但是此类患者往往又

是站立困难，所以这也是拍摄的局限性，对于不能站立或者是站立

困难的患者可以仰卧位拍摄，患者抖动或者难以支撑站立都是影响

成像的关键因素。拍摄此类患者，多为透视下点片，定位快速且准

确，减少患者支撑时间。虽然透视增加了患者的辐射剂量， 但根

据以往的工作经历，究极利弊，还是利大于弊 。新引进的动态 DR

还实现了操作台操控球馆及探测器垂直升降，同时拥有完善的后处

理软件，快速有效的拼接图像，最大还原图像的真是性，比较传统

手工拼接法的费时费力还有错层，都有显著改善。 本次研究结果

显示，摄片达甲等胶片等级为 100%。我科投照拍摄技术已经具有

一定水平，透视下能观察患者是否有移动情况，比传统方法曝光次

数也相对减少。 

通过此次对 181 例病人的病情治疗前后分析和临床骨科医生的

沟通，下肢全长为膝关节置换术及关节内外翻矫正术提供了准确的

诊断依据，对于手术的手术评价分析提供准确的数据参数。随访患

者得知对于此类手术普遍越来越认可，很大的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

量，提供了行走的方便，此类检查有很大的应用前景和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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