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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甲状腺相关眼病 (thyroid associated ophthalmopathy,TAO) 又称 Graves 眼病，是临床常见的眼部慢性疾病，发

病率较高，给患者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造成极大不良影响，尽早诊治对于病情康复具有重要意义。SPECT/CT 眼眶显像

借助核素显像技术，能明确病变组织的解剖结构，了解疾病分期，提高疾病诊断准确率。随着 SPECT/CT 眼眶显像技术的

成熟，逐渐用于甲状腺相关眼病。鉴于此，该研究通过概述甲状腺相关眼病的诊疗现状、SPECT/CT 眼眶显像研究现状，

分析 SPECT/CT 眼眶显像在 TAO 诊疗及预后评估中的应用效果，以期为临床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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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状腺相关眼病（TAO）是临床常见的眼部慢性疾病，

主要是由于自身免疫反应所致，多见于甲状腺功能亢进患

者，临床上表现为眼睑退缩、睑裂开大、眼球突出、眼睛

干涩等症状，若未及时处理可诱发视神经病变、暴露性角

膜炎等并发症，甚至致盲。因此，尽早诊断和治疗 TAO 是

十分必要的。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 计算机断层扫

描（SPECT/CT）眼眶显像是临床常用的诊断技术，其能准

确定位病灶组织，显示病灶组织内部的解剖结构及与周围

组织的关系，提高疾病诊断效能，现已在临床广泛应用。

鉴于此，该研究就 SPECT/CT 眼眶显像在 TAO 的诊断与评

估中的应用进展作一综述，详细报告如下。

11概述概述 TAOTAO 的诊疗现状的诊疗现状

随着临床对 TAO 的深入研究，现已研制出多种诊疗方

式，在临床诊治疾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药物（糖皮质

激素、免疫抑制剂等）是临床治疗 TAO 的常用方案，能改

善临床症状，短期疗效确切，但容易出现多种并发症，且

停药后病情易复发，远期疗效不理想。局部放射治疗的出

现有效弥补药物治疗的局限性，但易引发放射性白内障、

视网膜病变等不良事件。随着医疗水平的提升，外科手术

（如眼睑退缩矫正术、眼眶减压术、脂肪切除术）逐渐用

于甲状腺相关眼病，取得良好治疗效果。由于疾病的活动

期和稳定器治疗方案不同，因此对患者准确的疾病分期及

分级是目前临床的关注重点。观察临床症状和体征评估是

TAO 常用手段，具有一定的诊断效果，但诊断结果存在主

观性，无法客观诊断疾病。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超声、

螺旋 CT、核磁共振（MRI）逐渐成为 TAO 的重要诊断手段，

其中超声作为一种无创诊断方式，能明确肿块形状、大小，

判断病变组织特征，了解眼动脉、视网膜中央动脉及视网

膜中央静脉的血流参数，为疾病诊断及病情程度评估提供

参考。螺旋 CT 具有操作简单、扫描耗时短、可重复性、

图像分辨率高等优点，利用眼眶各组织对 CT 释放的射线

吸收不同的原理，对 TAO 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便于临床

医师诊断疾病。MRI 是临床诊断眼外肌的有效手段，通过

横轴位、冠状位、矢状位等多切面扫描能明确眼直肌的长度、

走向等；同时，MRI 具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能任意扫

描病灶组织，清楚显示眼眶组织和眼外肌信号，提高 TAO
的诊断效能。虽然超声、螺旋 CT 能明确眼外肌直径、视

神经累及状况、对眼球突出情况等，但无法辨别 TAO 的活

动期与非活动期。MRI 加脂肪抑制有助于量化疾病活动性

和预测抗炎治疗的反应，但其预测效果有限。随着核医学

的发展，SPECT/CT逐渐成为疾病诊断手段，具有灵敏度高、

功能成像等优点。SPECT/CT 眼眶显像是目前诊断眼科疾

病的常用手段，能够无创、客观地评估 TAO 的活动期，但

关于其在甲状腺相关眼病中的研究报道较少，临床研究前

景广阔。

2 SPECT/CT2 SPECT/CT 眼眶显像的研究现状眼眶显像的研究现状

SPECT/CT 眼眶显像结合了 SPECT 功能信息与 CT 解

剖信息，能够更好地对甲状腺相关眼病患者明确诊断、判

断炎症活动性，以及对疾病的分期及治疗后的疗效评估。

SPECT/CT 眼眶显像注射显像剂后，显像剂经眼眶周围受

损毛细血管壁渗透到组织外液后能与多肽结合显影，根据

显影结果判断眼眶周围活动性炎症的严重程度，鉴别活动

期与非活动期，为临床诊断 TAO 提供参考依据。随着临床

对 SPECT/CT 眼眶显像技术的深入研究，现已研制出多种

显像剂，比如二亚乙基三胺五乙酸（DTPA）、奥曲肽等。

2.1 DTPA
DTPA 是眼眶显像的常用显像剂，其作为高敏感度的

炎性活动标记物，能有效反映眼眶内炎性水肿状况。静脉

注射 DTPA 后，因 DTPA 存在非脂溶性和静负电荷特征而

无法进入细胞内，只能通过毛细血管壁渗入组织间液中，

与炎症部位细胞外液中的多肽相结合显影，根据显影结果

诊断疾病。唐美婷等 [1] 研究认为 99TCm-DTPA 眼眶 SPECT/
CT 显像技术用于 TAO 的效果显著，能有效反映 TAO 患

者的眼眶炎性反应，明确 TAO 分期，从而指导临床治疗

TAO。蒋承志等 [2] 研究提出 99mTc-DTPA 眼眶 SPECT/CT/
CT 属于一种无创影像学诊断技术，用于 TAO 的诊断效果

良好，有利于明确 TAO 患者的泪腺炎症程度，鉴别临床

活动分期。郭悦等 [3] 研究发现针对 TAO 患者，实施 99mTc-
DTPA SPECT/CT/CT 眼眶显像的诊断效果确切，有利于

鉴别 TAO 的活动性，值得在临床广泛应用。由此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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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PA 作为 SPECT/CT 眼眶显像技术常用的显像剂，可有

效提高 TAO 的诊断准确率，为疾病诊断及治疗方案的制定

提供参考。

2.2 奥曲肽

奥曲肽亦是 SPECT/CT 眼眶显像技术常用的显像剂，

其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生长抑素类似物，在 1982 年首次合成。

奥曲肽借助肽段固相合成技术，其对生长激素具有较强的

抑制作用，能抵抗酶的分解作用，对生长抑素 2、生长抑

素 5 的亲和力较高，且人体对其耐受力较高。有利于奥曲

肽能利用 99TCm 进行标记，故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卢婷

婷等 [4] 研究认为 99 Tcm- 奥曲肽 SPECT/CT 显像用于神经内

分泌肿瘤的诊断效果良好，有利于提高诊断敏感度，明确

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分期，为后续治疗提供依据。程果

等 [5] 研究发现针对 TAO 患者，实施 99Tcm- 奥曲肽眼眶显

像 +MRI 能有效提高诊断效能，明确 TAO 分期，为疾病诊

断及后续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参考。但存在价格昂贵、显

像耗时长等局限性，临床应用范围受到限制。

3 SPECT/CT3 SPECT/CT 眼眶显像在眼眶显像在 TAOTAO 诊断中的应用价值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SPECT/CT 眼眶显像具有定量成像、定性分析、精

准定位等优点，能展示眼眶结构，准确定位病灶位置。

SPECT/CT 眼眶显像能反映眼眶部的炎症程度，在炎症反

应下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增加，而显像剂能被炎症区域的中

性粒细胞摄取，根据显像剂摄取率的变化，可判断眼外肌

炎性反应程度。此外，SPECT/CT 眼眶显像能评价眼眶组

织形态的异常情况，区分疾病的活动期与非活动期，反映

炎性反应程度，评估眼部病变情况，并结合甲状腺功能、

抗体检查等更好地诊断疾病，提高 TAO 检出率。

4 4 分析分析 SPECT/CTSPECT/CT 眼眶显像在眼眶显像在 TAOTAO 治疗及随访中的治疗及随访中的

应用应用

SPECT/CT 眼眶显像通过眼眶部代谢显像，能清晰显

示炎性活动区域摄取的显像剂增加情况，并通过观察显像

剂聚集的活动位置鉴别 TAO 类型，指导临床制定治疗方案，

评估疾病转归情况。然而，目前鲜少有关于 SPECT/CT 眼

眶显像在 TAO 治疗及随访中应用的研究报道，成为今后研

究的重点。

55 小结与展望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SPECT/CT 眼眶显像用于 TAO 的诊断效果

良好，可作为临床诊断 TAO 的辅助手段。SPECT/CT 眼眶

显像技术的出现，为今后研究 TAO 的诊断方式提供新方向、

新思路，值得临床加大推广力度。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1] 唐美婷 , 曾薛颖 , 李阳 , 等 .^(99)Tc^(m)-DTPA 眼眶

SPECT/CT/CT 在甲状腺相关眼病分期评价中的应用 [J]. 中
华眼科杂志 ,2021,57(11):830-836.

[2] 蒋 承 志 , 李 新 辉 , 赵 敏 , 等 .99mTc-DTPA 眼 眶

SPECT/CT/CT对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泪腺炎症的评估价值 [J].
中南大学学报 ( 医学版 ),2019,44(03):322-328.

[3] 郭悦 , 姚稚明 , 刘秀芹 , 等 .99Tcm-DTPA SPECT/
CT/CT 眼眶显像评价甲状腺相关性眼病活动性 : 与临床活

动性评分及 MRI 的对比分析 [J]. 国际放射医学核医学杂

志 ,2019,43(5):416-421.
[4] 卢婷婷 , 王晓慧 , 杨国仁 , 等 .99Tc^m-octreotide 

SPECT/CT/CT 显像对神经内分泌肿瘤诊断价值探讨 [J]. 中
华肿瘤防治杂志 ,2020,27(21):1758-1762.

[5] 程果 , 孔维倩 , 岳毅明 .99Tcm- 奥曲肽眼眶显像联

合 MRI 在 TAO 分期诊断中的效能 [J]. 国际眼科杂志 ,20 
21,21(4):722-7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