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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颈部影像学·
颌下腺螺旋ＣＴ影像分析

谭一清，张晓磷，王亚瑟，谭光喜，宋浩，覃晓燕，王俊

【摘要】　目的：探讨螺旋ＣＴ及后处理技术对正常人颌下腺影像的显示。方法：选择不同年龄健康志愿者８０例，其中

男４０例，女４０例，并按年龄进行分组，对其颌下腺行４层螺旋ＣＴ扫描，应用图像后处理软件测量颌下腺轴面、冠状面、矢

状面最大截面积及左右径的大小、左右两腺体间的最近距离、两侧颌下腺后缘连线与颈椎前缘的距离以及腺体ＣＴ值，并

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测量结果经统计学分析冠状面、矢状面最大截面积、最大径线及腺间距男女间有显著差异，其中

冠状面面积及上下径有极显著性差异。不同年龄分组的冠状位面积、腺间距男女间无显著性差异。结论：螺旋ＣＴ及后处

理技术能很好地显示颌下腺的影像解剖，并可测量出颌下腺各截面积及各径线长度、腺体ＣＴ值，为颌下腺的研究及相关

疾病的诊断提供客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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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颌下腺解剖研究比较成熟
［１，２］，但其影像学表现

目前尚缺乏量化标准，特别是不同年龄的国人其颌下

腺在临床上难以判断属正常或异常。螺旋ＣＴ临床应

用广泛，但其用于颌下腺的解剖研究报道并不多［３］。

笔者运用螺旋ＣＴ及其后处理技术对不同年龄正常人

的颌下腺在ＣＴ影像上的大小、面积、密度、位置以及

与周围组织器官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螺旋ＣＴ及后

处理技术对不同年龄正常人的颌下腺影像解剖显示的

意义，旨在为颌下腺的深入研究及相关疾病的诊断提

供客观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

对象：不同年龄健康志愿者８０例，其中男４０例，

女４０例，年龄１３～６０岁，平均３４．９４岁。按年龄分为

４组：Ａ组（１３～２０岁）２０例；Ｂ组（２１～４０岁）２０例；Ｃ

组（４１～５０岁）２０例；Ｄ组（５１～６０岁）２０例。每组２０

例中男１０例，女１０例。研究方案经宜昌市中心人民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经检查者同意并签署检查同意

书。

入选标准：经体格检查，发育正常，排除头颈部病

变者。

２．检查方法

采用ＧＥ公司ＬｉｇｈｔｓｐｅｅｄＱＸ／ｉ型螺旋ＣＴ４ｉ机，

受检者取仰卧位，平静呼吸，听眦线垂直床面，扫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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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正常人颌下腺ＣＴ扫描。ａ）冠状面重组图像示冠状面最

大截面积（箭）；ｂ）冠状面重组图像示冠状面上下径的大小

（箭）。

围自颅底至下颌骨，包含鼻咽和口咽腔。管电流

２２０ｍＡ，管电压１２０ｋＶ，层厚１．２５ｍｍ。总层数约６０

层，总扫描时间约１５ｓ。采用高质量模式进行容积扫

描。将原始图像传至ＧＥＡＷ４．０工作站，应用多平面

重组（ＭＰＲ）软件技术进行图像后处理和有关数据的

测量。

图片处理：所有病例图片均为ＧＥＡＷ４．０工作站

上的ＤＩＣＯＭ格式图片，经过Ｇｄｉｃｏｍ软件在ＰＣ机上

转换为ＪＰＥＧ格式。

３．评价指标

在ＡＷ４．０工作站上分别找出颌下腺轴面、冠状

面和矢状面ＣＴ图像最大截面，测量轴面最大截面积

和最大左右径、冠状面最大截面积和最大上下径、矢状

面最大截面积和最大前后径、冠状面左右两腺体间的

最近距离 （两腺间距）、两侧颌下腺后缘连线与颈椎前

缘的距离 （腺椎间距）。为减少误差每个经线测量３

次，取平均值。

４．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计数资料运用随机区组

设计的方差分析，犘＜０．０５有显著性差异，犘＜０．０１具

有极显著性差异。

结　果

８０例正常人颌下腺的测量结果如表１所示，统计

学分析冠状面、矢状面最大截面积、最大径线及腺间距

男女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犘＜０．０５），其中冠状面面

积及上下径（图１）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犘＜０．０１）

（表１）。

应用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方法得出结果，不

同年龄分组（Ａ、Ｂ、Ｃ、Ｄ），冠状面面积（表２）、腺间距

（表３）每组两两比较，犘＞０．０５，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表１　８０例健康志愿者颌下腺测量结果比较

测量项目 男 女 狋值 犘值

横断面积（ｍｍ２） ３１０．００±７５．９０ ２９４．０４±７３．００ ０．６６８ ０．５０６

冠状面积（ｍｍ２） ５２３．２１±１１１．３８ ４２０．６８±８８．６８ ５．０３２ ０．０００

矢状面积（ｍｍ２） ６０３．７７±１４７．００ ５３２．５５±１１７．５６ ２．５５０ ０．０１２

左右径（ｍｍ） １８．２６±２．９０ １７．４０±２．９３ １．２３８ ０．２１９

上下径（ｍｍ） ３５．７９±５．７１ ３１．１０±３．９７ ４．５７６ ０．０００

前后径（ｍｍ） ２０．７１±４．００ ２１．２１±４．４３ －０．７１０ ０．４７９

腺椎间距（ｍｍ） ９．５６±０．５０ ８．５９±０．４１ １．６７４ ０．０９７

两腺间距（ｍｍ） ４１．８９±３．４６ ３８．８０±３．２３ ３．３２０ ０．００２

注：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表２　各年龄段冠状面面积 （ｍｍ２）

分组
年龄分组

Ａ Ｂ Ｃ Ｄ

男 ５１２．５８ ４２４．２５ ４７１．２２ ４７４．０５
女 ４４９．４５ ４２１．４２ ４０１．０６ ４１９．３４

注：每组两两比较，犘＞０．０５。

表３　各年龄段腺间距 （ｍｍ）

分组
年龄分组

Ａ Ｂ Ｃ Ｄ

男 ４２．３ ４２．９ ４１．４６ ４３．９５
女 ３８．９８ ３６．４１ ４２．２７ ３９．８５

注：每组两两比较，犘＞０．０５。

ＣＴ平均值：Ａ组与Ｄ组比较，犘＜０．０５，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Ｂ组与Ｄ组比较，犘＜０．０５，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表４）。

表４　各年龄段ＣＴ平均值 （ＨＵ）

分组
年龄分组

Ａ Ｂ Ｃ Ｄ

男 ３３．６０ ３６．６７ ２５．１２ ２５．３２
女 ３７．２８ ３６．５２ ３２．５９ ２４．２７

注：Ａ组与Ｄ组比较，犘＝０．０３１，犘＜０．０５；Ｂ组与Ｄ组比较，犘＝
０．０２４，犘＜０．０５．。

矢状面面积：Ａ组与Ｂ组比较，犘＜０．０５，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Ａ组与Ｃ组比较，犘＜０．０１，差异有极显

著性意义；Ａ组与Ｄ组比较，犘＜０．０１，差异有极显著

性意义（表５）。

表５　各年龄段矢状面面积 （ｍｍ２）

分组
年龄分组

Ａ Ｂ Ｃ Ｄ

男 ６２８．７３ ５３１．９６ ５０４．６７ ５２１．９３
女 ６０１．８０ ５５７．７２ ４９１．２７ ５０９．９０

注：Ａ组与Ｂ组比较，犘＝０．０２２，犘＜０．０５；Ａ组与Ｃ组比较，犘＝
０．００５，犘＜０．０１；Ａ组与Ｄ组比较，犘＝０．００８，犘＜０．０１。

上下径：Ａ组与Ｃ组比较，犘＜０．０５，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Ａ组与Ｄ组比较，犘＜０．０５，差异有极显著性

意义；Ｂ组与Ｃ组比较，犘＜０．０５，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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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各年龄段上下径 （ｍｍ）

分组
年龄分组

Ａ Ｂ Ｃ Ｄ

男 ２２．７５ ２１．６１ １７．１９ １９．２２
女 ２３．４６ ２１．８７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７

注：Ａ组与Ｃ组比较，犘＝０．０１０，犘＜０．０５；Ａ组与Ｄ组比较，犘＝
０．０２１，犘＜０．０５；Ｂ组与Ｃ组比较，犘＝０．０２５，犘＜０．０５。

讨　论

颌下腺位于下颌下三角内，包裹在由颈深筋膜所

形成的筋膜鞘内，是颌下区颌下三角的主要解剖结构，

分深浅两叶［１］。浅叶较大，是颌下腺的主要部分，在下

颌舌骨肌的下方，外侧面居下颌骨体部内侧的颌下腺

窝，下缘贴二腹肌前后腹的浅面。深叶较小，为浅叶的

延伸，绕过下颌舌骨肌的后缘达口底部［１］。颌下腺内

侧面大部分与茎突舌骨肌、茎突舌肌、茎突咽肌、咽中

缩肌等咽侧壁肌肉相毗邻［２］，是咽旁侧隙中的重要器

官。其前端紧邻舌下腺，颌下腺导管由此走出口底前

面。颌下腺的深叶与浅叶在下颌舌骨肌后缘连接。颌

下间隙向后内与咽侧壁的潜在间隙咽旁间隙相通，舌

下间隙与颌下间隙也相通，舌下间隙也容纳颌下腺深

叶的上极。张红蕾等［４］研究发现，咽旁间隙截面积和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ｌｅｅｐａｐｎｅａ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ＳＡＳ）发病有一定的关系，而颌下腺在咽

旁脂肪间隙中占据较大空间，其大小值得重视。已有

学者在临床实践中发现颌下腺的位置和大小与ＯＳＡＳ

似乎有一定关系，而且尝试摘除颌下腺治疗ＯＳＡＳ有

一定效果［５，６］，提示颌下腺可能与ＯＳＡＳ发病有关联。

颌下腺解剖研究比较成熟，但其影像学表现（大小、形

态、密度）目前尚缺乏量化标准，特别是不同年龄的国

人其颌下腺在临床上难以判断属正常或异常。螺旋

ＣＴ临床应用广泛，但其用于颌下腺的解剖研究报道

并不多［３］。笔者运用螺旋ＣＴ及其后处理技术对不同

年龄正常人的颌下腺在ＣＴ影像上的大小、面积、密

度、位置、以及与周围组织器官的关系进行分析与探

讨，分析 ＭＳＣＴ及后处理技术对不同年龄正常人的颌

下腺影像解剖显示的意义，期望为颌下腺的深入研究

及相关疾病的诊断提供客观依据。

应用螺旋ＣＴ对颌下腺进行薄层容积扫描，并利

用后处理工作站进行多层面重组，能很好地显示颌下

腺各断面的轮廓和最大截面积。首先在会厌谷上下

５ｍｍ范围内确定轴面最大截面，然后把光标移至该截

面中心即可重组出冠状面和矢状面最大截面。轴面和

冠状面断面轮廓多近似三角形，矢状面多近似椭圆形。

每个人颌下腺在轴面、冠状面和矢状面的断面轮廓有

一定的差别，单一径线的测量对各断面缺乏代表性，而

把最大面积和最大径线结合起来测量则代表性好且更

利于个体间的比较。颌下腺轴面最大截面积及左右径

的大小、冠状面最大截面积及上下径的大小、矢状面最

大截面积及前后径的大小分别反映了腺体在咽侧隙左

右、上下和前后范围内所占据的最大空间，能很好地反

映腺体的三维构相。冠状面左右两腺体间的最近距离

和轴面两侧颌下腺后缘连线与颈椎前缘的距离是对腺

体相对位置的界定，对有关手术方案的选择有重要参

考价值。

本研究结果统计学分析冠状面、矢状面最大截面

积、最大径线及腺间距男女间有显著差异，其中冠状面

面积及上下径有极显著性差异。不同年龄分组（Ａ、Ｂ、

Ｃ、Ｄ）的冠状面面积、腺间距男女间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而矢状面面积：Ａ组与Ｂ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犘＜０．０５）；Ａ组与Ｃ组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意

义（犘＜０．０１）；Ａ组与Ｄ组比较，差异有极显著性意义

（犘＜０．０１）；上下径：Ａ组与Ｃ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

意义（犘＜０．０５）；Ａ组与Ｄ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犘＜０．０５）；Ｂ组与 Ｃ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犘＜０．０５）。可见，矢状面面积及上下径在实际使用中

需考虑年龄、性别因素。

总之，本研究测得各经线、截面积数值可作为临床

判断颌下腺正常与否的参考值，为指导手术及进一步

研究ＯＳＡＳ提供依据。运用螺旋ＣＴ对颌下腺进行研

究、测量，方法简单易行，图像失真少，数据可靠。

参考文献：

［１］　彭裕文．局部解剖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１．３４３６．

［２］　姜树学．人体断面解剖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４．３３６６．

［３］　李运成，鲁际，李丽娅，等．正常人下颌下腺的多层螺旋ＣＴ影像解

剖研究［Ｊ］．临床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６（６）：５５８５６０．

［４］　张红蕾，李传福，林忠辉，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上

气道的 ＭＲＩ研究［Ｊ］．中华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０，３４（３）：１９１１９５．

［５］　邓湖山，易清，陈世汉，等．摘除颌下腺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综合征［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３（２）：２１６２１８．

［６］　邓湖山，易清，陈世汉，等．鼾症颌下腺下垂引发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的研究［Ｊ］．华中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３１（１）：４８４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４２９　修回日期：２００９０７１４）

９３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０年１月第２５卷第１期　Ｒａｄｉｏ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Ｊａｎ２０１０，Ｖｏｌ２５，Ｎｏ．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