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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应用多层螺旋
A5

及气道三维重建技术评价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咽壁软组织和上气道狭窄

情况&方法
!

选取该院
(1

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作为观察组!另取
(1

例健康人作为对照组!对全部患者进行多层螺

旋
A5

及气道三维重建技术检查!统计并比较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咽壁软组织和上气道狭窄情况&结果
!

观察组患者的舌后区(

腭后区及喉咽部的气道与对照组相比明显狭窄"

!

#

%&%2

%$观察组患者的咽壁软组织较厚!软腭的长度和宽度均大于对照组"

!

#

%&%2

%&结论
!

应用多层螺旋
A5

及气道三维重建技术可以有效地评估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的咽壁软组织和上气道

狭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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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一种由于上呼吸道阻塞而

引起的以睡眠呼吸暂停为主要表现的疾病'

$

(

*患有阻塞性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主要临床表现有打鼾)憋醒)头迷)乏

力)白天嗜睡等'

1

(

*患者由于睡眠中有几乎一半的时间处于呼

吸暂停状态#容易引发机体乏氧和高碳酸血症#长期不进行治

疗#最终可导致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并发症'

'

(

*对于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主要为手术治疗#手术前

应了解患者咽壁软组织和上气道狭窄情况'

0

(

*应用现代的医

疗技术#常采用多层螺旋
A5

及气道三维重建技术对阻塞性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进行评估#本文将对其评价咽壁软组织

和上气道狭窄情况的进行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1%$'

年
/

月至
1%$0

年
2

月的
(1

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为观察组%选取
(1

例健

康者作为对照组*观察组!男
-/

例#女
$0

例#年龄
1'

"

2(

岁#

平均$

0$&-T)&'

&岁#平均身高$

$)-&0T-&$

&

K<

#平均体质量

$

)1&1T2&)

&

b

8

%对照组!男
-/

例#女
$0

例#年龄
1$

"

)%

岁#平

均$

0%&/T)&$

&岁#平均身高$

$)(&1T)&2

&

K<

#平均体质量

$

)$&0T)&1

&

b

8

*所有患者都经本人或监护人知情同意#并经

单位伦理委员会批准*观察组与对照组间一般资料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2

&#具有可比性*

@&A

!

检查方法
!

对于观察组和实验组患者#均采用
)0

层螺旋

A5

进行扫描#检查时患者仰卧位#平稳呼吸#尽量避免患者移

动和吞咽动作#扫描整个上呼吸道#包括鼻咽顶部至声门处*

扫描后图片输入计算机中进行气道三维重建#并对患者鼻咽顶

部)舌后区)腭后区及喉咽部的上气道狭窄情况进行测量#对患

者的软腭长度和宽度也进行测量#并就观察组与实验组的数据

进行比较*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GDD1$&%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

料以
DT9

表示#采用
5

检验#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两组患者上气道狭窄情况比较
!

观察组的患者上气道腭

后区)舌后区及喉咽部的狭窄度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2

&#见表
$

*

%$20

重庆医学
1%$2

年
$$

月第
00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浙江省丽水市科技局公益科技支撑计划$

1%$%.$2/-(

&*

!

作者简介&傅江涛$

$()0X

&#主任医师#本科#主要从事鼾症研究*



表
$

!!

观察组与对照组上气道狭窄度

!!!!

比较'

DT9

*

G

+

<<

1

(

组别
$

鼻咽顶部 舌后区 腭后区 喉咽部

观察组
(1 %&11T%&$) %&2)T%&%0 %&-0T%&%- %&'2T%&%)

对照组
(1 %&1$T%&$0 %&10T%&$1 %&$-T%&$0 %&$2T%&$'

A&A

!

两组患者咽壁软组织比较
!

观察组患者软腭长度和厚度

均明显大于对照组$

!

#

%&%2

&#见表
1

*

表
1

!!

观察组与对照组咽壁软组织情况

!!!!

比较'

DT9

*

6

+

<<

(

组别
$

软腭长度 软腭厚度

观察组
(1 02&-T$&/ (&)T%&'

对照组
(1 0%&1T$&2 0&/T%&1

B

!

讨
!!

论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一种由于上气道狭窄而引

起的成人睡眠中发生呼吸暂停的疾病#该疾病主要诊断标准为

成人每日
-J

睡眠中#至少有
'%

次呼吸暂停#每次呼吸暂停在

$%+

以上#或是每小时呼吸暂停次数大于
2

次再联合
A5

检查

确定存在气道阻塞即可确诊'

2.)

(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的主要临床表现为打鼾)憋醒及缺氧#患者血气分析往往显示

乏氧及高二氧化碳的情况'

-

(

*患者若不经过治疗#机体长期乏

氧#会因增加心脏系统的负担而引起心血管疾病%由于乏氧和

高二氧化碳会对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而引起神经系统疾病'

/

(

%此

外#还可引起内分泌系统疾病等#因此该病的确诊和治疗非常

重要'

(

(

*随着科技的发展#多层螺旋
A5

问世#并应用于阻塞

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诊断和分析上#除可以获得更高的时

间和空间分辨率和清晰度#多个层面)范围扫描#可以帮助医生

更精确的获得病变位置和病变特点外#还可通过计算机系统对

扫描图像进行多方位三维重建#包括轴位像)冠状面)矢状面#

更加形象)立体的展现上气道的形态#并可进行任何角度的观

察和分析#测量各个部位的距离#比较狭窄部位及软组织情况#

更有利于病变的分析'

$%.$1

(

*经过本次研究可知#患阻塞性睡

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上气道狭窄部位主要集中在腭后

区)舌后区和喉咽部#与对照组相比#存在明显差异$

!

#

%&%2

&*这表明腭后区)舌后区及喉咽部的上气道狭窄是形成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主要原因#此部位由于睡眠时整

体向后方移动#加重气道狭窄#形成睡眠时的呼吸暂停造成缺

氧及憋醒'

$'.$0

(

*观察组患者的软腭长度和厚度均大于对照组

$

!

#

%&%2

&#表明患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的患者软组织

较多#并结合患者多肥胖#脂肪组织与软组织共同下坠#加重气

道狭窄#从而导致阻塞的发生*

综上所述#应用多层螺旋
A5

和气道三维重建技术#可以

有效并较准确的评价咽壁软组织及上气道狭窄情况#为研究病

因和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可靠依据'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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