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rnal Of Diseases Monitor & Control Feb.2021 Vol.14 No.1

螺旋CT扫描后处理技术在骨创伤诊断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摘 要：目的：研究螺旋CT扫描后处理技术应用在骨创伤诊断中的效果。方法：选取我院于2017-04～2019-

04收治的80例骨创伤患者，在行X线片检查后，行螺旋CT扫描，比较两种检查方法的实际诊断效果。结果：螺旋CT

扫描后处理技术的诊断准确率（100.0%）明显高于X线片检查（87.5%），P<0.05。结论：将螺旋CT扫描后处理技术应

用在骨创伤诊断中，诊断准确率较高，能够为患者选择辅助检查提供帮助，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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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创伤部位或是类型都十分复杂，所以需要精

确度较高的诊断方法对其进行判断。以往临床中

多采用X线片检查骨创伤，然而受制于X线片检查

方法本身的不足之处，检查结果难以为临床诊疗提

供有效依据，因此，近年来，螺旋CT扫描后处理技

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螺旋CT扫描后处理技术兼

具扫描图像清晰、成像速度快的特点[1]，并且能够通

过调整冠状位或是矢状位提升诊断准确性[2]，所以

对于骨创伤诊断大有裨益。本文选择了我院收治

的80例骨创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将X线片

检查与螺旋CT扫描后处理技术应用在骨创伤诊断

中的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院于2017-04～2019-04收治的80例骨创伤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男性 37 例，女性 43 例，年龄

17～73岁，平均年龄（45.7±5.4）岁。其中斗殴所致

骨创伤者8例，摔伤所致骨创伤者16例，车祸所致

骨创伤者53例，其他原因所致骨创伤者3例。本组

病例均对研究内容知情，同时签署知情同意书，且

该项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患者先接受X线片检查，然后进行多层螺旋CT

检查。在进行多层螺旋CT检查时，需要先行调整

患者体位，在综合考虑患者伤情以及骨伤部位的基

础上，让患者保持适宜体位，并保持双侧对称，在设

置好相应的扫描参数后，实施扫描操作。在拍摄完

成定位像并让定位像显示结果大于X线片分辨率

后，便可以借助后处理工作站内的各项软件实施最

大密度投影、容积再现技术、表面遮盖显示以及多

平面重建等处理[3]。最后，由影像诊断医师进行诊

断，若有不同诊断意见，需经科室讨论，待讨论结果

一致后，汇总两种不同检查方式的诊断正确率，并

进行比较与分析。

1.3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为X线片检查与螺旋CT扫描的诊断

准确性，需分析两种检查方式在诊断下肢骨、脊柱

椎体、骨盆、颅面骨、胸廓肋骨方面的准确性。

1.4 统计学方法

观察数据的分析处理均采用的是SPSS 23.0统

计学软件，数据表示方法是（n，%），且使用χ2检验，

参考标准以P<0.05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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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通过数据对比，螺旋CT扫描后处理技术的诊

断准确率（100%）明显高于X线片检查（87.5%）（P<

0.05）（见表1）。

3 结论

3.1 骨折

骨创伤也即骨折，是指患者的骨结构存在连续

性断裂，常见于老年人群与儿童群体中[4]。大多患

者仅为单一部位骨折，只有少数患者为多发性骨

折，若是在发现后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不仅会影

响功能恢复，还极有可能留有后遗症。导致骨折发

生的原因主要有三种[5]：其一是直接暴力，也即当有

一定程度的暴力作用在骨骼某一部位时，便会使该

处发生骨折，造成软组织损伤；其二是间接暴力，此

种骨折原因多是由扭转作用、杠杆作用或是纵向传

表1 诊断准确率对比（n，%）

诊断方法

X线检查

螺旋CT扫描

χ2

P

下肢骨
（例）

9（64.29）

14（100.0）

脊柱椎体（例）

19（90.48）

21（100.0）

骨盆（例）

14（93.33）

15（100.0）

颅面骨（例）

10（83.33）

12（100.0）

胸廓肋骨（例）

18（100.0）

18（100.0）

合计（%）

70（87.5）

80（100.0）

10.6667

0.0011

导作用导致，如若从高处跌落，此时足部着地并受

力，胸腰脊柱处椎体就很容易出现爆裂骨折或是压

缩性骨折；其三是积累性骨折，积累性骨折又可称

之为疲劳骨折，常是由于轻微、反复、长期的损伤所

导致。临床上骨折一般有三种表现：一是全身表

现，例如患者会有发热或是休克等的症状，发热时

体温通常不会超过38℃，而休克则常见于脊柱骨

折、股骨骨折、骨盆骨折或是多发性骨折中；二是局

部表现，多呈现为骨折特有体征；三是特有体征，也

即畸形、骨擦感以及异常活动，畸形是患者的患肢

外形出现了改变，多为延长、成角或是缩短，骨擦音

是患者两骨折端互相撞击，有骨擦音，异常活动是

原本不能活动的身体部位，在发生骨折后能够不正

常活动。

3.2 骨折诊断

以往临床上在诊断骨折时一般会使用X线片

检查方法，但是由于关节部位存在重叠、骨折移位

形式复杂以及X线衰减变化不显著等原因，检查结

果是平面图像，空间分辨率较低，难以据此对患者

的实际骨折情况作出准确的判断。较之X线片检

查方法，普通CT扫描方式虽在显示骨皮质异常方

面的效果优于X线片检查方法，然而却受制于轴位

成像，而容易在呼吸、体位以及扫面间距等外在因

素影响下，造成扫描结果失真，表现为骨折线与扫

描线重叠或是部分骨折无显示等，增加临床诊断难

度。而螺旋CT扫描是近年来骨折诊断中出现的一

种新技术，此扫描方式可以实施快速容积扫描，继

而为后处理技术的应用提供可靠性支撑，也即螺旋

CT扫描之后，借助各项软件进行容积再现、表面遮

盖显示以及多平面重建等后处理技术，能够全面且

快速的检查患者的骨骼系统，从而立体、直观的将

患者创伤部位细小、复杂的解剖结构呈现出来，为

检查人员了解患者骨折部位受伤情况提供基础，尤

其是这种检查诊断方法还能显示骨折类型与移位

情况，更是对临床治疗大有裨益。

3.3 螺旋CT扫描的注意事项

在进行螺旋 CT 扫描时需要格外注意以下事

项：第一，准确定位扫描范围以及扫描部位，通常在

进行此检查时会选择5mm层厚，而之所以选择此层

厚，主要是为了实施减薄骨算法，对图像进行后续

处理；第二，三维成像依托于独立工作站，需要检查

人员通过多个角度的观察，在变换窗宽与窗位后，

（下转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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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指导性加强自我健康护理干预应用于

COPD稳定期患者，不仅能提高患者知识掌握度、自

护能力，还可明显改善其生活质量与运动耐力。此

模式要求护理人员具有专业的业务知识与沟通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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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分离技术观察患者骨折重叠部位结构；第三，

基于三维图像具有立体性强的优势以及对细微结

构缺少准确显示的劣势，所以需要在分析患者骨折

部位时，综合二维图像与常规平片共同分析。

综上所述，虽然X线片检查与螺旋CT扫描后处

理技术均对诊断骨创伤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就诊断

准确率而言，螺旋CT扫描后处理技术的效果却更

胜一筹，因此，应当推广螺旋CT扫描后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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