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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股骨头坏死（ONFH）是一种常见的髋关节疾病，

主要与风湿病、血液病、潜水病、烧伤等有关，由于股

骨头缺血，导致骨细胞、骨髓细胞坏死，其临床表现无

特异性，需要借助多期影像图片进行诊断。在发病初

期，由于病情较轻，症状不明显，患者往往无法察觉，

因此，为提高早期诊断率，本文将分别应用 CT 与磁共振

（MRI）两种影像技术，对比其诊断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区间为 2020 年 5 月— 2021 年 9 月，探究对象为

此区间本科室收入的行股骨头坏死诊断患者，共 30 例。

纳入标准：伴显著疼痛、肢体功能障碍，通过术后证实

股骨头坏死；患者对研究持知情态度，且同意参与；医

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执行；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全

身性感染疾病；骨恶性肿瘤；肺部感染者；血液系统疾

病；非自愿参与研究；罹患精神疾病。按双色球法分组，

可将其划分为常规组（n=15）和观察组（n=15），常规组

男性人数 8 例，女性为 7 例；年龄临界值 38 ～ 75 岁，均

龄（55.65±8.14） 岁； 病 程 2-7 年， 均 程（4.50±1.31）

年； 观 察 组 男 性 人 数 9 例， 女 性 为 6 例； 年 龄 临 界 值

40 ～ 72 岁，均龄（56.02±8.04）岁；病程 2 ～ 7 年，均

程（4.50±1.31）年。两组一般资料行 SPSS 22.0 软件分

析，如若 P ＞ 0.05，则具对比价值 [1]。

1.2 方法

CT： 采 用 64 排 螺 旋 CT 检 查（生 产 企 业：

SIEMENS），协助患者采取仰卧位，层间距 5mm，层厚

5mm， 重 建 层 厚 1.0mm， 间 隔 0.7mm， 电 压 130kV， 电

流 50mA，从髓臼上缘扫描直至股骨颈，常规扫描后进

行加层扫描，将所获得的图像传输至工作站，进行冠

状三维重建。磁共振：采用 1.5TMRI 诊断仪检查，协助

患者采取髋关节体位，以体线圈检查，层厚 4mm，层

间 距 0.4mm， 横 断 面 层 厚 5mm， 层 间 距 0.5mm， 矩 阵

256×256。SE（常 规 自 旋 回 波 ） 序 列 T1W1 参 数：TR

（射 频 脉 冲 重 复 时 间 ）550ms，TE（回 波 时 间 ）30ms，

FOV（扫描视野）22cm，层厚 5mm，间距 5mm[2]。

1.3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涉及资料均借助版本为 SPSS 22.0 的统计

学软件开展处理分析，其中病灶检出个数等计量资料以

t 检验，表示为（x±s）；初期典型征象检出率等计数资

料则用 χ2 验证，表示为（%），测定结果以 P 值表示，P

＜ 0.05 对比差异显著，且具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股骨头及关节积液检出率

统计数据发现，观察组股骨头及关节积液检出率相

较于常规组明显升高 P ＜ 0.05，对比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详情见表 1。

表1　股骨头及关节积液检出率[n（%）]

组别 例数 股骨头检出率 关节积液检出率
观察组 15 10（66.6） 8（55.3）
常规组 15 9（60.0） 7（46.6）

Χ2 - 6.061 6.250
P - 0.014 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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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及患者对两种诊断方法诊断结果的满意度。结果：观察组股骨头及关节积液检出率相较于常规组明显升高P

＜0.05。观察组线样征、单一囊变及骨小梁结构和骨髓水肿检出率相对于常规组具显著提高优势P＜0.05。患者对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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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梁紊乱、囊变检出率（4.0%、1.33%）与CT诊断（2.0%、2.66%）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对磁

共振技术诊断结果的总满意度高于C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助于为后期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可靠

的诊断依据，具有更高的临床诊断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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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初期典型征象检出状况

如表 2 所示，观察组线样征、单一囊变及骨小梁

结构和骨髓水肿检出率相对于常规组具显著提高优势 P

＜ 0.05，比较成立，有统计学意义

表2　初期典型征象检出状况[n（%）]

组别 例数 线样征 单一囊变 骨小梁结构 骨髓水肿

观察组 15 12（80.0）10（66.6） 11（73.3） 9（60.0）

常规组 15 7（46.6） 6（40.0） 5（33.3） 4（26.6）

Χ2 - 27.214 22.243 31.410 54.958

P -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2.3 比较 CT、磁共振股骨头坏死症状检出率

磁共振线样征、水肿检出率（2.0%、2.0%）高于 CT

检查（3.33%、1.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磁共振骨小梁紊乱、囊变检出率（4.0%、1.33%）与 CT

诊断（2.0%、2.66%）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3比较CT、磁共振股骨头坏死症状检出率[n（%）]

方法 线样征 水肿 骨小梁紊乱 囊变

CT（n=15） 5（3.33） 3（2.0） 3（2.0） 4（2.66）

磁共振（n=15） 5（3.33） 2（1.33） 6（4.0） 2（1.33）

Χ2 6.702 5.062 3.639 3.497

P 0.010 0.024 0.056 0.061

2.4 患者对两种诊断方法诊断结果满意度对比

患者对磁共振技术诊断结果非常满意 8 例，满意 6

例，不满意 1 例，总满意度为 93.3%（8/6）；患者对 CT

诊断结果非常满意 7 例，满意 5 例，不满意 3 例，总满意

度为 80.0%（7/5）。患者对磁共振技术诊断结果的总满意

度高于 C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497，P ＜ 0.05）

3　讨论

股骨头坏死属于常见的髋关节疾病，主要是由于骨

组织供血不足、风湿病、创伤以及潜水等原因所致，随

着病情的恶化发展，会逐渐引发炎症反应，具有发病机

制复杂和治疗难度大等特点。但及早诊断、早治疗，抓

住最佳治疗时机，就能够有效降低疾病带来的危害，切

实保障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 [3]-[6]。

目前，临床检查股骨头坏死的方式主要有 X 线摄片、

CT 检查及磁共振技术，其中，CT 检查和磁共振技术由于

具有更高的诊断准确率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针对 CT 和

磁共振技术，其诊断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差异 [5]。CT 具有

分辨率高和图像清晰的影像学特点，主要是针对全身进

行扫描，有助于掌握患者的全身情况，能够较为全面的

反映患者的病情发展状况，对于明确股骨头坏死诊断后

塌陷的预测有重要意义，这也是 CT 检查的优势所在 [6]。

但 CT 需要借助 X 射线，造影剂的使用对患者机体有一定

的损伤。而采用磁共振技术不仅可以避免 X 射线辐射伤

害，而且扫描的重点在于机体软组织，通过该检测方式

能够更加清晰定位病灶的具体范围，进一步加深对病变

区域的了解，有助于对细小病变做出更精准的辨别与诊

断。该检查技术受到业内众多好评与肯定，目前，随着

医疗技术的发展，磁共振技术不断发展完善，如今已经

逐渐成为诊断股骨头坏死的首选检查方式，对于后期制

定治疗方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7]-[9]。

4　结束语

综上，与 CT 诊断相比较，股骨头坏死诊断采取磁共

振技术效果更为理想，其检出率更高，且于初期典型征

象检出方面更具优越性，临床可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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