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颞骨骨折 52 例的高分辨率CT 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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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高分辨率CT (HRCT )在颞骨骨折诊断中

的应用价值. 方法　收集颞骨骨折 52 (男 45, 女 7)例 56 耳, 主

要临床症状有耳道流血、面瘫、听力障碍、旋晕, 所有患者行

110, 1. 5 或 2. 0 mm 层厚HRCT 扫描, 对疑有听骨链损伤者在

听小骨区行重叠扫描. 结果　纵行骨折 30 耳, 横行骨折 14

耳, 混合性骨折 7 耳, 面神经管损伤 31 耳, 耳蜗、半规管损伤 5

耳. 结论　HRCT 是诊断颞骨骨折有效的方法, 对疑有颞骨

骨折的病例HRCT 应作为常规检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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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IM 　To evaluate HRCT in the diagno sis of tem 2
po ral bone fractu re. M ETHOD S　52 cases (56 ears) w ith dif2
feren t degrees of in ju ries of tempo ral bone w ere invo lved in

the study. T he ch ief comp lain ts included o to rrhagia, facial

paralysis, hearing lo ss and vert igo. A ll pat ien ts w ere exam 2
ined by HRCT w ith 1, 1. 5 o r 2. 0 mm th ick slices. A x ial

scans w ere overlapped w hen o ssicu lar chain disrup tion w as

suspected. RESUL TS　 30 longitudinal fractu res, 14 trans2
verse fractu res, 7 comp lex fractu res, 31 facial nerve canal in2
ju ry and 5 coch lear and sem icircu lar canal in ju ry. CONCL U2
SION　 HRCT is a reliab le too l in the diagno sis of tempo ral

bone fractu re fo r the accu racy from the clear and detailed im 2
ages.

收稿日期: 1999204219; 　修回日期: 1999206224

作者简介: 宦　怡 (19612) , 女 (汉族) , 湖北省保康县人. 博士, 副教授,

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会陕西分会委员, 发表文章 40 篇. T el. (029)

3375420 (O )

0　引言
　　颅脑外伤常伴有岩锥骨折, 我院 1988 年以来CT

扫描证实的颞骨岩锥骨折 52 例, 现就其 HRCT 表现

及诊断影响因素做一探讨.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共计 52 例 56 耳, 单耳骨折 48 例, 双侧 4

例. 56 耳中, 左 31 耳, 右 25 耳. 其中男 45 例 49 耳,

女 7 例 7 耳. 年龄 2～ 60 岁, 平均 28 岁, 病程 1 d～ 10

m o. 致伤原因车祸 42 例, 高处坠落 4 例, 重物击伤 2

例, 刀砍伤 1 例, 刺伤 1 例. 临床主要表现为耳道流

血、面瘫、听力障碍、旋晕, 其中 38 例因面瘫就诊, 2

例为双侧性, 6 例面瘫为外伤后立即出现, 其余为迟

发性. 手术探查共 28 例, 26 例与CT 所见吻合, 其中

16 例骨折线为纵行, 骨折线与岩浅大神经平行, 在膝

状神经节外, 至鼓室顶壁, 亦有沿外耳道达颞鳞部者,

10 例鼓室天盖有碎骨片或下陷, 压迫膝状神经节或

面神经水平段, 硬脑膜常与膝状神经节粘连, 5 例砧

骨脱位或骨折, 14 例乳突气房积血或有肉芽、结缔组

织、膝状神经节多呈现粗糙、肿胀、充血、血肿, 鼓室、

乳突段神经水肿, 2 例神经变细; 4 例骨折为横行, 骨

折线横跨膝状神经节、迷路段前方, 骨折线处有肉芽

或粘连带; 另有 2 例为混合型骨折, 术中所见也与CT

所见基本吻合. 根据CT 扫描及其他临床症状体征,

施行乳突—颅中窝联合进路面神经全程减压术 3 例,

颅中窝进路面神经减压术 6 例, 乳突进路膝状神经

节、鼓室段、乳突段面神经减压术 19 例, 获得良好效

果. 出院时基本恢复 6 例 (21. 4% )、部分恢复 18 例

(64. 3% )、无变化 4 例 (14. 3% ).

1. 2 　方法　使用 GE9800Q u ick 机, Siem en s So2
m atom A RC 机和 PQ 6000 螺旋 CT 机, 轴位扫描时

扫描线平上眶耳线, 8 例同时做了冠状位扫描, 扫描

层厚、层距相等, 为 1, 1. 5 或 2. 0 mm , 52 例均一次扫

描双耳, 其中 29 例分别以两耳为中心进行骨算法重

建, 所用显示野为 10～ 12 cm , 矩阵 512×512, 其余病

例则两耳同时进行, 显示野为 25 cm , 照像使用窗宽

3000～ 4000 H u, 窗位 600～ 800 H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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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纵形骨折 30 耳 (F ig 1) , 横形骨折 14 耳 (F ig 2,

3) , 混合性骨折 7 耳, 局限于岩骨尖、乳突局部及外耳

道的骨折 5 耳 (F ig 4, 5) , 中耳腔、乳突气房实变 53

耳, 听小骨骨折或 (和) 脱位 11 耳 (F ig 6～ 8) , 骨折线

累及面神经管 31 耳, 31 耳中 26 耳骨折线通过面神经

迷路段, 膝状神经窝附近或面神经管水平段起始部, 5

耳累及垂直段, 另有 5 耳骨折线通过耳蜗或 (和) 半规

管结构 (F ig 9).

图 1　右耳纵形骨折
F ig 1　L ongitudinal fractu re of righ t tempo ral bone
图 2　右耳横形骨折
F ig 2　T ransverse fractu re of righ t ear
图 3　双颞骨横形骨折
F ig 3　T ransverse fractu res of bo th ears
图 4　左乳突局部骨折
F ig 4　L ocal fractu re of the left m asto id p rocess
图 5　外耳道骨折
F ig 5　F ractu re of ex ternal acoust ic m eatu s
图 6　左锤砧关节全脱位
F ig 6　D islocat ion of the left incudom alleo lar art icu lat ion
图 7　右锤砧关节半脱位
F ig 7　Subdislocat ion of the righ t incudom alleo lar art icu lat ion
图 8　砧镫关节分离
F ig 8　D isart icu lat ion of the righ t incudo stapedial art icu lat ion
图 9　颞骨骨折, 骨折线累及耳蜗
F ig 9　F ractu re line of tempo ral bone invo lving righ t coch 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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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HRCT 是目前诊断岩锥骨折最精确的方法[ 1 ] ,

明显优于平片及多轨迹断层, 是公认评价颞骨骨折的

理想手段.

3. 1　颞骨骨折的CT 表现　HRCT 可直接显示颞骨

骨折线[ 2, 3 ] , 根据骨折线的走行可将骨折分为以下几

种类型: ①纵形骨折; 最多见, 约占 70%～ 80% , CT

上骨折线与岩锥长轴平行, 由于骨折多位于骨迷路前

方, 并不贯穿骨迷路, 故常无内耳损伤, 而主要损伤中

耳结构, 并可合并听小骨的脱位、骨折以及面神经管

的损伤, 本型骨折出现面瘫的机会约 15%～ 20% , 面

神经损伤部位多在膝状神经节的远侧段; ②横行骨

折: 骨折线与岩锥垂直, 约占 10%～ 20% , 该型骨折

易累及内耳结构, 向外可损伤中耳, 此时可见骨折线

通过内耳道, 耳蜗、前庭或半规管, 并常累及面神经

管, 其中约 50% 的横行骨折可出现面瘫; ③混合性骨

折: 是指兼有纵行和横行骨折的复合骨折. 另外, CT

上有的骨折既非纵形, 也非横形, 也可能只局限在岩

锥某一局部, 因此不能包括在上述三种类型之内. 由

于CT 图像上无法直接辨认面神经结构, 因此对于面

神经的识别, 只能借助其邻近结构及面神经颞内段的

面神经管来识别. 鼓室和乳突气房积血可造成鼓室、

乳突气房实变[ 4, 1 ] , 少数情况下, 由于骨折轻微或扫描

体位的影响, CT 上不能明确显示骨折线, 鼓室及乳

突气房的实变能是颞骨骨折唯一的间接征象.

3. 2　影响诊断效果的因素　①应尽量选用薄切层;

②轴位CT 扫描是基础, 有条件者最好同时进行冠状

位扫描; ③重建时最好以两耳为中心分别进行, 尽量

避免图像的直接放大; ④照像时使用宽窗宽, 窗位以

600～ 800 H u 为佳. 耳部解剖结构复杂、平片得到的

是多种结构重叠在一起的复合影, HRCT 能直接显

露岩锥内精细的解剖结构[ 4, 5 ] , 因此熟练地掌握这些

解剖结构就成了诊断颞骨骨折的又一关键. 总之, 高

质量的颞骨 HRCT 可显示颞骨骨折类型、面神经损

伤部位、听骨链损伤程度, 并为外科治疗的手术经路

提供信息, 本组 52 例中 28 例分别在CT 指导下选用

面神经全程减压术, 颅中窝进路迷路段面神经减压术

及乳突进路膝状神经节、鼓室段、乳突段面神经减压

术, 取得了良好地疗效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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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许昌泰

·文　摘·　台湾、香港、澳门期刊
台湾、香港、澳门的期刊数量不同, 情况各异. 由于地域和人口等的差别, 总的来说台湾的期刊最多, 总计 5000 余种, 其中进

入市场运作的期刊约 500 种. 香港次之, 定期出版的期刊 670 多种 (其中十余种系英文杂志). 澳门最少, 仅 20 种, 其中民间办的

13 种, 政府办的 7 种. 澳门期刊市场上主要销售香港、台湾期刊, 也有内地期刊销售. 今年初由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创办的《法

域纵横》, 以中葡两种语言介绍中国和葡萄牙两国的法律体系及运作, 为澳门回归中国作准备, 引起了读者的注意.

在香港地区, 除当地办的期刊之外, 国际有实力的期刊出版公司多在那里分设经营机构或出版自己刊物的当地版本. 香港

的期刊有着爱国主义的优秀传统, 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国家统一、推动香港回归等方面与当地其他媒体一样发挥了良好的作

用, 但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情况. 香港的知情人士认为, 这些期刊总的说来, 档次和文化品味高的有一些, 如时政性期刊、学术性

期刊; 而相当一部分偏重于娱乐、休闲的内容, 如妇女期刊; 还有若干以社会猎奇、色情、凶杀、迷信的不良内容取悦读者, 一般称

之为八卦周刊. 香港期刊通常以市场为导向, 以抢眼为第一, 市场决定期刊的经营方向, 读者喜好决定期刊的选题. 因为地方小,

人口少, 加之面对报纸、电视等传媒的竞争, 香港出版的期刊发行量一般较少, 上万份的凤毛麟角, 竞争相当严酷, 多数生存环境

不佳, 很难有坚持出版数十年的期刊出现.

台湾期刊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较大发展, 后由于报纸的增加, 期刊的广告和发行受到影响, 但专业性和商业性的期刊大量涌

现. 目前台湾的 5000 余种各类期刊中, 最近 5 年创办的占一半以上. 台湾的大部分期刊不属于经营性质, 上市场供读者选购的

不过四五百种, 其余为企业或机关内部刊物、财团或社团的会讯、宗教性刊物. 上市场的期刊是期刊中的活跃力量, 也是台湾期

刊产业实力 (包括广告收益与发行收益) 的主要体现者. 这类期刊的发行量也较小, 最大的每期发行量几万份. 女性、汽车、电脑

类期刊的势头看好. 如同香港的期刊一样, 在台湾出版或与台湾有关方面合办的外国期刊也比较多 (主要是美国的). 统计数字

显示, 台湾的期刊以月刊居多, 占 42. 15% , 其他期刊所占比例依次为: 季刊 33. 2% , 双月刊 15. 8% , 周刊 5. 04% , 半月刊 2. 26% ,

双周刊 1. 15%. 就分布的地区而言, 在台北市出版的期刊有 3435 家, 占绝大多数, 其他地方分别是: 台中市 311 家, 高雄市 302

家, 台北县 298 家, 台南、新竹等地不超过 100 家.

台湾及香港期刊的出版, 均以广告经营为其重要收入来源. (许昌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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