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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 CT影像技术在颌面骨折中的应用

刘宝玉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目的：分析三维 CT 影像技术在颌面骨折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3 月间我院收治的

颌面骨折患者 30 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均实施常规 X 线摄片和多层螺旋 CT 扫描，回顾患者的影像学表现，并以患者手术结

果为依据，计算比较不同方法诊断不同类型颌面骨折的准确度。结果：30 例患者经最终手术判断，共有上颌骨骨折并发颧弓

骨折 9 例、下颌骨骨折并发上颌骨骨折 8 例、下颌骨支骨折并发颧弓骨 3 例、两侧上颌骨折 6 例、额骨凹陷性骨折并发颧弓

骨折 4 例。以手术结果为依据，则 CT 和 X 线诊断的准确率分别为 93.33%和 70.00%，CT 诊断准确率显著高于 X 线，比较有

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通过多层螺旋 CT 对颌面部骨折的患者进行扫描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其骨折情况进行观察

判断，有利于骨折程度、骨折移位情况的准确诊断，为患者的早期治疗方案确定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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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ree-dimensional CT Imaging Technique in Maxillofacial Fractures

Baoyu Liu

Baoding First Central Hospital Hebei Baoding 071000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three-dimensional CT imaging in maxillofacial fractures. Methods: 30 pa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fracture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March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ll patients
underwent routine X-ray film and multi-slice spiral CT scanning. The imaging manifestations of the patients were reviewed. Based on
the surgical results, the accuracy of different methods in diagnosing different types of maxillofacial fractures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Based on surgical results, 9 cases of maxillary fracture complicated with zygomatic arch fracture, 8 cases of
mandibular fracture complicated with maxillary fracture, 3 cases of mandibular ramus fracture complicated with zygomatic arch bone,
6 cases of bilateral maxillary fracture, and 4 cases of frontal sunken fracture complicated with zygomatic arch fracture were detect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surgical diagnosis,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T and X-ray was 93.33% and 70.00% respectively.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of C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X-ray,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5). Conclusion: Multi-slice
spiral CT scanning of patients with maxillofacial fractures can observe and judge the fracture from multiple angles and multiple plan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accurate diagnosis of fracture degree and fracture displacement, and provides a reliable basi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early treatment plan of patients.
Keywords: 3D CT imaging technology; Maxillofacial fracture; Diagnosis; Application value

颌面部骨折是临床上一种相对比较特殊的骨折类型，属

于复合型骨折的范畴，多因交通意外、高处坠落或者外力冲

击等突发性事故导致，可致上下颌骨骨折、颧骨颧弓骨折、

牙槽骨骨折、牙脱臼等多种损伤，还可引起面部软组织的损

伤。由于颌面部本身的解剖结构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加上骨

折部位与毗邻组织之间的牵扯多，不同位置的骨折形态学上

有诸多差异，还呈现出相互重叠的特征，这就给颌面骨折的

临床诊断带来了较多困难[1]，如果不能得到准确诊断，也会

给治疗造成较大的阻碍。在治疗方案不理想，患者愈合效果

不佳的情况下，轻则影响患者面部容貌的美观性，重则对患

者的嗅觉、听觉功能造成不利影响。选择合适的方法对颌面

骨折的情况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判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常

用的骨折诊断方法是 X 线平片，但这种方法在复杂颌面部骨

折的诊断中，往往无法对骨折位置、骨折的位移情况进行全

面、清晰地显示，还可能因不同平面复杂骨折之间的互相遮

挡导致误漏诊情况。随着多层螺旋 CT 技术的发展，其可以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颌面部骨折的情况进行全方位地观

察，并为临床治疗方案的确定提供依据。本文选取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3 月间我院收治的颌面骨折患者 30 例作为研究

对象，旨在通过对比常规 X 线摄片和多层螺旋 CT 扫描的诊

断结果，探讨多层螺旋 CT 三维技术应用在颌面骨折诊断中

的优势及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3 月间我院收治的颌面骨折

患者 30 例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患者均因突发意外出现颌面骨折的情况，并

伴颜面部肿胀、疼痛、畸形、咬合关系紊乱甚至开口受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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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患者手术前均接受 X 线检查及多层螺旋 CT 扫描，有

完整的影像学资料；患者及患者家属对研究的内容目的完全

知情，并自愿参与本次实验研究。

排除标准：合并精神疾病或者有智力障碍、语言表达障

碍、沟通交流障碍等症无法配合研究的患者；合并重要脏器

器质性病变的患者；合并其他恶性病变的患者；检查中依从

性、配合度较差的患者；有 X 线或者 CT 检查禁忌症的患者。

患者中，男 19 例，女 11 例。患者的年龄在 22 岁到 69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8.12±6.45）岁。导致颌面骨折的原

因包括：交通意外 13 例、外力冲击 9 力、高处坠落 6 例，

其他 2 例。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分别接受 X 线检查和多层螺旋 CT 检查。

X 线平片检查：检查仪器使用选择美国 GE 公司数字型

X 线系统。指导患者在选择合适的体位，对其颌面部正侧面

实 施 摄 片 ， 扫 描 电 压 为 80-90KV ， 正 位 摄 片 的 电 流是

35-50MAs，侧位则为 50-70MAs。利用嵌入式热敏打印机对

图片做处理，确保无误后对患者的颌面部骨折情况进行分析

诊断。

CT 影像检查：检查仪器使用飞利浦 64 排 128 层螺旋

CT 扫描系统。结合患者的主诉病情、症状，选择合适的扫

描体位。扫描范围是颅顶到颌下，先行常规平扫，平扫的参

数设置为：管电压 120 kV，管电流 250 mA，层间距和层厚

均为 3mm，螺距 1mm。平扫结束后，将获得的数据及图像传

送到工作站，通过三维重建技术进行图像重建，重建层厚

1mm，重建层距 0.5mm，原始数据的重建处理采用容积再现

（VR）、曲面重组（CPR）、表面遮盖法（SSD）等后处理

技术。从切割方位和图像移动方向对患者的骨折类型进行观

察，并结合三维重建图像分析患者的骨折特点、骨折厚度等，

判断面部颌骨各部位的具体情况。

由影像科两名高年资、经验丰富的影像学医师进行阅片，

二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引入第三人。

1.3 观察指标

回顾患者的 X 线片和多层螺旋 CT 扫描影像学表现，分

析不同影像学手段诊断颌面骨折的空间信息，并以患者手术

结果为依据，计算比较不同方法诊断不同类型颌面骨折的准

确度。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 x
±s）表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n（%）]表示，行χ2 检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30 例患者经最终手术判断，共有上颌骨骨折并发颧弓骨

折 9 例、下颌骨骨折并发上颌骨骨折 8 例、下颌骨支骨折并

发颧弓骨 3 例、两侧上颌骨折 6 例、额骨凹陷性骨折并发颧

弓骨折 4 例。以手术结果为依据，则 CT 和 X 线诊断的准确

率分别为 93.33%和 70.00%，CT 诊断准确率显著高于 X 线，

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 不同方法诊断颌面骨折的结果比较

3 讨论

颌面部具有骨骼形态不规格、解剖结构复杂、血管多、

血循环丰富的特征。在发生意外导致颌面骨折之后，丰富的

血运可能会导致大出血的情况，并出现严重组织水肿，诱发

呼吸困难[2]；另一方面，颌面部腔窦多，带有大量细菌，还

容易导致感染发生；不管何种情况，都可能对骨折的愈合造

成影响[3]，因而，选择合适的治疗时机，为患者进行及时的

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颌面骨折的治疗难度较大，特

别是多发性或者粉碎性骨折的患者，因其缺少明显的解剖标

志，无法通过显著的骨质断段实施复位处理，治疗更加困难
[4]。因此，对颌面骨折的具体情况进行准确诊断，包括骨折

片的大小、骨折的类型及位置、骨折的移位程度等的明确都

是合理手术方案制定的基础与先决条件[5]。

常规骨折诊断中，普通 X 线扫描、CT 平扫等都有一定

的局限性，二维图像无法对骨折移位情况和三维立体的复杂

空间解剖关系进行分析，也无法对骨折引起的面部塌陷、颧

骨旋转移位的情况进行清晰显示[6]，只能通过手术过程中的

探查，结合具体情况做出手术治疗，容易导致术后面部美观

性欠佳、正常面容无法恢复的情况。相对而言，三维 CT 影

像技术具有更好的组织分辨率和更清晰的图像特征，能够对

出颌面部骨折位置、结构和骨折线走行方向进行明确显示，

如上颌窦前壁以及眶下缘线形骨折、周围颅骨累积状况，一

些不规则骨折线长度、走向，粉碎性上颌骨骨折范围和位置，

下颌骨骨折的数目、位置及移动方向，颧骨移位情况，颧骨

移位导致的颅面畸形情况都可以直观显示[7]。通过这些信息，

医生就可以有效确定手术入路，并通过旋转、切割技术对邻

近骨质结构进行去除，为患者的手术方案判断提供更全面的

信息。

准确掌握手术指征、正确判断骨折类型、选择合适的手

术入路、固定方法和固定材料，是外科手术成功的重要因素。

而在外科手术中，不知道病变组织和正常组织的空间关系，

这就给外科医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过去，骨科医生们都是

通过 X 线摄片来确定手术方案的，X 线片是二维的，颌骨是

一种非常复杂的结构，会出现不同的角度，导致关节面的影

像无法完全直观的显示出来。关节面越深，关节面曲度越大，

X 线片越难准确直观地反映关节面的凹陷和骨块的位移。

快速 CT 扫描技术，它可以使病人不需要改变姿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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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移除石膏，与常规 X 线摄影比较，可明显降低病人的

疼痛和 X 射线的照射。利用电脑数码影像技术，将二维 CT

影像进行三维重建，可以隐藏其他骨骼、软组织影、石膏影

等，仅保留单一的骨骼，并将影像在显示屏上自由转动，使

影像能从任何角度观察，从而更好地了解关节的受创状况。

CT 扫描时间和扫描层厚对 CT 成像质量有很大的影响，CT

扫描过程中病人的走动会造成假象，层厚会限制成像灵敏度。

因此，通过高速薄层扫描，可以获得清晰、准确的影像。随

着硬件技术的不断进步，CT 扫描技术由传统 CT 向螺旋 CT、

快速 CT 发展，CT 扫描周期缩短到 0.6~0.75 秒，厚度减小到

1.0 mm，成像质量明显提高。迄今为止，三维 CT 作为一种

辅助治疗手段，其高昂的费用使得它成为一种治疗手段。由

于其在推广方面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为了降低成本，对 CT

进行普遍性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科技的进步，使得软件和

影像学扫描的成本降低，可以减少三维 CT 的重建费用。

本文 30 例颌面骨折的患者，经 X 线和多层螺旋 CT 扫描，

可见无论是上颌骨骨折并发颧弓骨折、下颌骨骨折并发上颌

骨骨折、下颌骨支骨折并发颧弓骨还是两侧上颌骨折、额骨

凹陷性骨折并发颧弓骨折的检出率，都有多层螺旋 CT 显著

高于 X 线的情况，总的检出率来看，多层螺旋 CT 可以达到

93.33%，而 X 线扫描仅为 70.00%。

费新华等[8]的研究还对比了轴位 CT、MPR、VR、MPR

联合 VR 重建诊断颌面不同位置骨折的结果，发现 MPR、VR

重建联合应用对颌面骨折的显示率均显著高于轴位 CT。

另一方面，利用三维 CT 影像技术快速原型组建的优势

以及对计算机图像模型的分析，还可以对内固定方法、患者

的开放复位问题进行有效解决，降低手术创伤以及因病情了

解不足导致的各种手术并发症[5]。

总之，通过多层螺旋 CT 对颌面部骨折的患者进行扫描

可以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其骨折情况进行观察判断，有利于

骨折程度、骨折移位情况的准确诊断，为患者的早期治疗方

案确定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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