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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由同一操作者在

不同的时间进行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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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画!将所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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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本身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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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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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的因素之一!在肾功能的不同分期
ZAGD?

法测定
ZU)

存在不同程

度的偏差!肾功能越差!偏差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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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重要指标#利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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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动态显像结合
ZAGD?

法

测定
ZU)

方法简单易行(

!3"

)

#与传统的内生肌酐清除率法测定

ZU)

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且可以同时获得两侧肾脏的血流及

功能状态和尿流通畅情况的动态影像#因而在临床上得到广泛

的应用*在应用
ZAGD?

法测定
ZU)

的过程中#人工准确地勾画

双肾的
)̂ V

是获得
ZU)

的关键步骤#而不同肾功能的状态所致

的双肾影像的清晰度和对比度差异是决定肾脏
)̂ V

勾画准确

性的重要因素*本文就慢性肾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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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期对
ZAGD?

法
ZU)

实测值的影响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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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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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资料
!

6W0

患者共
!55

例#其中男
75

例#女
('

例%

年龄
!7

"

8#

岁#平均$

5!$'(g!5$(8

&岁*

6W0

的病因包括糖

尿病肾病
#5

例#肾积水
%8

例#慢性肾功能不全
!'

例#慢性肾

炎
5

例#肾萎缩
5

例#痛风
(

例#

V

M

2

肾病
%

例#不明原因或其

他疾病
%"

例*常规生化检查血尿素氮$

\b4

&和$或&血肌酐

$

T6E

&异常
"5

例#正常
&7

例#其他病例无相关的生化检查结

果*尿毒症'单肾病变'多囊肾及由于肾内结石引起的肾积水

不作为入选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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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素肾动态显像
!

所有患者检查前
";

内未行静

脉肾盂造影和逆行肾盂造影#且未使用利尿剂*检查前
#'

"

('F=@

饮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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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像前排空膀胱#测量身高和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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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欣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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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化学纯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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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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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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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像仪器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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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位采集方式#注射前将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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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射器置于检查床上采集满针筒计数
('?

*

患者取仰卧位#探头视野包括双肾和膀胱#一侧肘静脉弹丸式

注射显像剂#同时开始连续动态采集#共
"!F=@

#其中肾动脉血

流灌注相以
!

秒"帧#连续采集
('?

%肾功能相
!5

秒"帧#连续

采集
"'F=@

#共
8'

帧#采集矩阵均为
(%9(%

*动态图像采集

5%7!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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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操作者及同一操作者在
6W0

各期进行两次
)̂ V

勾画测得的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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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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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

6W0

分期
不同操作者

(

ZU)

!

ZU)

"

?V

同一操作者

(

ZU)

!

ZU)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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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再采集空针筒残留放射性计数
('?

*

?$A

!

图像处理与
ZU)

计算
!

采用仪器自带的肾脏处理软件

进行图像处理#

&#

例入选病例由两位不同高年资的核医学医

生分别进行
)̂ V

的勾画#另外
8"

例由同一医生在间隔时间
#

个月以上进行两次勾画*肾脏
)̂ V

勾画时#选择软件默认的

肾功能相
"

"

#F=@

的叠加图像#调整至适合的灰度与对比度#

对于特殊的肾脏影像#如肾积水的患者#在勾画
)̂ V

时避开积

水区#勾画肾皮质
)̂ V

%本底
)̂ V

由程序自动生成的#大小和

位置不进行调整*不同
6W0

分期肾动态显像峰时图像及
)̂ V

勾画见图
!

*计算机自动获得双肾时间
3

放射性曲线#输入身

高和体质量#换算出肾脏的深度并得到经体表面积标准化的

ZU)

(

F,

,

F=@

:!

,$

!$&#F

"

&

:!

)#记录两次操作得到的
ZU)

$

ZU)

!

和
ZU)

"

&*

图
!

!!

不同
6W0

分期肾动态显像峰时图像及
)̂ V

勾画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T+TT!5$'

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

量资料以
Mg5

表示#前后两次测定的
ZU)

比较采用配对
6

检

验%相关性分析法描述不同肾功能分期与
ZAGD?

法测定
ZU)

的变异系数$

?V

&的关系*以
E

%

'$'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图
"

!!

ZAGD?

法测得
ZU)

的
6[

与肾功能的关系

@

!

结
!!

果

参照美国慢性肾脏病及透析的临床实践指南$

W

"

0̂ XV

指南&

(

#

)

#按照两次数据处理过程中获得的
ZU)

的均值为标

准#将两组所有病例分为
%

期*由不同操作者及同一操作者在

6W0

各期进行两次
)̂ V

勾画测得的
ZU)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E

$

'$'5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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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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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两次
)̂ V

勾画测得的

ZU)

的
?V

逐渐增大#不同操作者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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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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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操作者及同一操作者的
ZAGD?

法测得
ZU)

的
?V

与肾功能成负相关#回归方程分别为!不同

操作者#

Ia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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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操作者#

I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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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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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与非显像检查的传统方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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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肾动态

显像不仅可以观察两侧肾脏的动脉血流灌注#放射性摄取和排

泄的功能影像学改变#同时还可以采用
ZAGD?

法得时间
3

放射

性曲线和包括
ZU)

在内的多项定量分析指标#从而更加全面

地反映肾脏的功能#进行肾脏疾病的诊断和鉴别(

%3(

)

*

目前已经有许多关于
ZAGD?

法测定
ZU)

准确性的研究#

*LBB=

M

A@

等(

&

)以注射77

1H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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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采用了多点取血'

多点取尿液和
ZAGD?

法测定
ZU)

#并对它们的准确性进行了比

较和评价#发现
ZAGD?

法测定的
ZU)

与真实值存在较大的偏

差%

4AGABD

等(

8

)以菊粉的肾脏清除率作为参考标准#发现
ZAGD?

法测定的
ZU)

在真实值较低时会产生过高估计#而在真实值

较高时产生过低估计*杜晓英等(

7

)和马迎春等(

!'

)将
ZAGD?

法

测定的
ZU)

与双血浆法测定的
ZU)

进行比较研究#也得到同

样的结论*以上研究侧重于比较采用
ZAGD?

法测定的
ZU)

所

得结果与真实值的偏差#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多种因素会影响

ZAGD?

法的准确性#如检查之前患者的水负荷情况'药物的标

记率'弹丸式药物注射的质量(

!!

)

#以及
)̂ V

的勾画方式

等(

!"3!5

)

*在保证药物质量的情况下#严格按照标准操作规程

操作#影响结果准确性和重复性的因素集中到
)̂ V

的勾画上#

操作者的经验因素和肾脏的功能状态是造成
)̂ V

勾画误差最

主要的原因*

6W0

-

期#肾动态显像肾脏影像极度模糊#基本

接近本底影像#很难较为准确地勾画
)̂ V

%多囊肾和肾内结石

引起肾积水的病例#由于肾脏形态的改变以及肾内放射性分布

的不均匀#

)̂ V

的勾画存在很大的主观性%而在较为明确的单

肾病变中#健侧肾脏往往存在代偿#并不影响
)̂ V

的勾画#因

此在研究对象选择中排除了以上病例*

在本研究当中#进行后期图像处理和感兴趣勾画的均为富

有经验的高年资核医学医生#在肾脏
)̂ V

的勾画上有共同的

认识#并采用程序自动生成的本底
)̂ V

#其位置和大小不做调

整*此时#肾脏
)̂ V

的勾画的准确性依赖于与肾功能密切相

关的肾实质影像的清晰度#肾功能越差#图像的清晰度和对比

度越差#勾画
)̂ V

产生的误差就越明显*研究结果表明!同一

操作者和不同的操作者对同一病例的
ZU)

测定值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E

$

'$'5

&#但两次勾画得到
ZU)

的
?V

却随着

(%7!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7

期



肾功能受损程度的加重而逐渐增大*

由于
ZAGD?

法是基于直观的图像化的方式获取两侧肾脏

的放射性计数#并通过肾脏深度的射线衰减校正#本底放射性

的扣除来获得
ZU)

值*所以#准确勾画肾脏
)̂ V

是非常关键

的步骤之一#肾功能越低下#勾画
)̂ V

的难度越大#即
)̂ V

勾

画的可重复性越差#从而影响
ZAGD?

法在肾功能严重受损情况

下
ZU)

值测定的准确性*对于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要求严

格的肾脏疾病治疗后的随访和临床科研来说#在采用
ZAG?

法

测定
ZU)

的基础上需要注重参考其他相关指标综合评估肾脏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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