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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使用320排CT冠状动脉造影(CTCA)研究窦房结动脉的形态特征，并描述其

例患者[男1991例，女1153例，年龄(59±14)岁]的320排CTCA影像资料。由于图像

别起源于右侧冠状动脉或左回旋支确定为右或左(R或L)窦房结动脉;根据其各自走行于右心耳

为R1或R2亚型;根据其各自的走行于左心耳内侧、后侧或左心房的后面确定为L1、

端终止于上腔静脉周围的关系再分为上腔静脉前、上腔静脉后和上腔静脉周围型。如果

中段，走行于左心耳内侧，另外增加一个亚型(R1M)。S-型窦房结动脉起源于左旋支，向后走行于左心耳和左上肺

开口之间，然后向前终止于左心房的前壁。结果 3093例中共显示窦房结动脉3082

支窦房结动脉，1669支(54.2%)起源于右侧冠状动脉，1274支(41.3%)起源于左侧冠

房结动脉，并且为左右各1支，分别起源于右侧冠状动脉和左侧冠状动脉旋支。本文最常

(54.4%)，其次是L1型805支(25.0%)和L2型551支(17.1%)，少见的亚型包括R2型45

支(0.3%)。3221支窦房结动脉终止类型包括上腔静脉前、上腔静脉后、上腔静脉周

(57.0%)、833支(25.9%)。不同窦房结动脉起源的终止类型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点与右侧冠状动脉开口间距离为(13.8±8.4)mm;左侧窦房结动脉起点与左侧冠状动

mm，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64，P=0.476)。右窦房结动脉直径为(1.66±0.29)mm

0.26)mm，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844，P=0.557)。S型窦房结动脉被发现31例

动脉常见的分型，可以为外科和介入手术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以避免医源性损伤。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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