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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导航技术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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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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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导航技术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中的价值$方法
!

应用三维导航技术!评

价
/$

例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患者
<̂ ,

三维导航技术的应用效果$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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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颅内动脉瘤患者均行旋转
<̂ ,

!在三维导航技术

引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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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完成颅内动脉瘤的栓塞治疗(

!

例定位失败!未完成治疗!成功率为
.87$8@

$结论
!

三维导航技术能提高颅内动脉

瘤介入治疗成功率!缩短治疗时间!降低辐射剂量!是一种有效的介入治疗辅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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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的发展#颅内动脉瘤的诊断和治疗有了很大进

步#但这种疾病的总病死率仍达
6"@

!

0"@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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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神

经放射介入治疗的临床应用明显提高了该疾病的治愈率#但部

分颅内动脉瘤的位置与周围血管重叠#这导致动脉瘤的结构显

示以及导管*治疗材料的准确定位较为困难'作者采用旋转数

字减影血管造影$

FG

Q

G*4K)SV*L4M*G(545

Q

G(

Q

L4

'

O

T

#

<̂ ,

%三维重

建图像与实时二维透视图像融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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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介入导航技术

应用于颅内动脉瘤的栓塞介入治疗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

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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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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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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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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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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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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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在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治的颅内动脉瘤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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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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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99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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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平均
60

岁'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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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发现

颅内动脉瘤#所有患者均接受颅内动脉瘤栓塞介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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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设备和材料
!

主要设备!血管机使用
Ĝ2P25)

公司

,f%a-,L*G)

平板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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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图像后处理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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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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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图像处理工作站#在该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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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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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可视化软件工具内#将二维透视图像和三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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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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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G(P4*%??>-D],

高压注射器为联动泰科公司产品'主要

材料!钛合金电解可脱性弹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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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塑形微导管及
IL45)25F

导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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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导航方法
!

介入治疗医师对颅内动脉瘤患者行股动

脉穿刺插管#将导管引入至颅内血管后#即可进行
<̂ ,

三维导

航'使用
^

T

5

Q

(G[GK(*

前#通常先进行旋转
<̂ ,

采集和三维图

像重建#形成整个兴趣区域的血管树#如果只用于诊断#则制作

三维血管图像后即完成#具体操作步骤为!$

#

%旋转三维成像#

固定患者后#先行透视定位#将兴趣部位调至视野中心&通过系

统位置键选择预置位置#按下机器操纵杆顶部按钮#向前推动

操纵杆使机器
+

臂自动倾斜至停靠为止$旋转起始位为

#""m

%&在床边液晶触摸屏控制面板上选择
<̂ ,&0)

三维程序&

按下机器操纵杆顶部按钮#向后拉动操纵杆使机器
+

背自动

倾斜至停靠为止$旋转终止位为
=#""m

%&透视确认&设置高压

注射器参数$注射速率
! P?

"

)

*对比剂总量
#6 P?

*压力

!"$/70Y[4

%'上述程序准备就绪#向患者发出指令并瞩其配

合#按下手闸曝光开关#

<̂ ,

机架进行
!

次采集&将采集的原

始图像传至图像处理工作站进行三维图像后处理#生成三维血

管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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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图像与二维透视融合#阅读生成的三维
<̂ ,

血管图像#寻找拟治疗血管的最佳显示图像#将该幅图像传至

检查室的悬吊参考显示器上#选择+

,>Ia -,[

,功能#机架自

动运动到产生该图像的机架位置&透视确认#按下床旁控制器

上的+

G[GK(*

,按钮#系统通过计算生成一幅图像#然后将该图像

发送至系统的参考资料存储装置中#通过消减叠加功能#使生

成的一幅图像中包含二维和三维实时图像信息#医师还可以根

据介入治疗的特殊需要#使用操作杆对图像进行叠加消减#从

而帮助导丝或导管尽快定位#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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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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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本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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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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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确诊的颅内动脉瘤患者均行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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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维导航技术引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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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管和治疗材料定位#完成颅内动脉瘤的栓塞治疗&

!

例定位

失败#未完成治疗#成功率
.87$8@

'

图
#

!!

颈动脉瘤的旋转
<̂ ,

三维重建图像#栓塞术前$

图
!

!!

颈动脉瘤实时二维透视图像与三维血管图像的融合

图
9

!!

颈动脉瘤的弹簧圈栓塞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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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动脉瘤的
<̂ ,

三维图像#栓塞术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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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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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旋转
<̂ ,

成像技术由
+(L52KGS)

于
#.8!

年首先报道#

#.80

年
C(G

Q

*

首先将其用于颅内模型#

#..$

年
E4OLG

Q

在旋转

<̂ ,

的基础上行三维血管影像重建#同年#

IS

探讨了旋转血

管造影三维成像在颅内动脉瘤诊断中的技术要素(

0&$

)

'近年

来#三维旋转
<̂ ,

技术在神经介入诊疗中的应用被广泛认

可(

8&#!

)

'旋转
<̂ ,

的三维导航技术是一种新型介入定位技

术#国内的相关文献报道较少'

颅内动脉瘤介入栓塞治疗的效果与动脉瘤瘤颈的宽窄相

关#瘤颈越宽#要达到完全栓塞越困难(

#9&#0

)

'如果对动脉瘤颈的

宽窄判断不准确#将宽颈的动脉瘤误认为窄颈动脉瘤#介入治疗

很难将其完全栓塞#如果弹簧圈突入载瘤动脉内#将增加手术并

发症'在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中#对于复杂颅内肿瘤血管的结

构显示及导管*治疗材料的准确定位较为困难'以往必须在血

管的相应部位注射对比剂以生成路径图#这种路径图的生成需

要在每段血管多次重复#一旦
+

臂移动或参数变更都要生成新

的路径图#重复注射对比剂'另外#以往显示的路径图不是三维

立体图像#而是二维平面图像#不能提供详尽的信息'

三维导航技术是用于血管介入治疗最先进的可视化技术#

它将二维实时透视图像与三维图像融合#从而在实时图像上显

示额外的解剖信息'三维导航技术的三维
<̂ ,

图像能够准确

显示颅内动脉瘤的形态*大小*位置和毗邻关系'另外#三维

<̂ ,

测量瘤颈大小比二维
<̂ ,

测量更为准确(

8

)

'使用该技

术为颅内动脉瘤放射介入治疗提供了更多信息#对动脉瘤的栓

塞治疗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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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造影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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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航者是三维导航

技术专一软件#提供了实时二维透视图像与相对应的三维图像

的可视性融合#可以使用多种三维数据$如三维血管图像*类

+I

图像等%#在任何投照角度*缩放比例*源
&

像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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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2FG)F45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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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和治疗床位置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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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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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即

融合图像%#帮助了解载瘤血管的形态结构*位置和路径#为介

入治疗提供准确的定位图像#以利定位微导丝和微导管的引

导#解决复杂脑动脉瘤介入治疗问题'本组
/$

例颅内动脉瘤

介入栓塞均采用了
^

T

5

Q

(G[GK(*

三维导航#

/6

例完成治疗#

!

例

复杂病例定位失败#成功率达
.87$8@

'由于介入治疗操作时

间缩短#间接地降低了医生和患者接受的辐射剂量'

总之#利用三维导航技术实施颅内动脉瘤介入治疗#可提

高定位准确率#降低介入手术的风险#减少对比剂的用量#加快

介入治疗操作时间#降低患者及医生接受的放射线辐射剂量'

三维导航技术是一种有效的介入治疗辅助技术#在神经放射介

入治疗中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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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有明显关系#其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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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与年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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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与年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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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究结果显示#重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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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年龄段主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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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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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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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为高发年龄#发生率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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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对这个年龄段妇女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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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与宫颈癌及其前期损害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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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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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和多重

感染可能使该病变时间缩短'重庆地区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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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高发

区#因此在妇女中进行宫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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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是非常必要的#早期筛

查*尽早诊断能有效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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