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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双源 CT低剂量肺动脉 CTA检查技术在肺动脉栓塞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2022

年 3月—2022年 12月采取肺动脉 CTA检查的疑似肺动脉栓塞患者 102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扫描电压、剂量作为分组
标准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取常规管电压及常规对比剂剂量实施扫描检查，实验组采取低管电压和低剂量对比
剂实施扫描，同时分析患者肺动脉 CTA检查的图像，分析患者不同诊断方式的诊断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以及图像参
数。结果：通过研究对比，两组患者在疾病的诊断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上的结果对比无较大差异，统计学对比无意
义。通过 CTA图像质量的分析，实验组患者的图像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图像质量评分对比具有差异，P

〈0.05统计学有意义。实验组患者的 CNR、SNR图像参数以及辐射剂量相比对照组更低，两组患者的图像参数对比具有
差异，P〈0.05 统计学有意义。结论：为肺动脉栓塞患者实施肺动脉 CTA 检查的时候采用双源 CT 低剂量扫描模式，患
者的诊断效果更高，具有较高诊断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的情况下使用对比剂的剂量更少，还能提高图像扫描的质量，
避免患者由于使用对比剂而产生不良反应，因此双源 CT低剂量肺动脉 CTA检查技术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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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dual-source CT low-dose pulmonary artery CTA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pulmonary 

embolism. Methods: 102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pulmonary embolism who underwent pulmonary artery CTA from March 2022 

to December 2022 in Beijing Jingmei Group General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scanning voltage and dose as the grouping criteria. The control group was 

scanned with conventional tube voltage and conventional contrast agent dos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canned with 

low tube voltage and low dose contrast ag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images of patients' pulmonary artery CTA were analyzed, and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image parameter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diagnostic method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esults of diagnosis accuracy,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statistical comparison was not significa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TA image quality, the image quality score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 difference in the image quality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The CNR, SNR image parameters and radiation dose of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mage parameters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Conclusion: When performing pulmonary artery CTA for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embolism, the dual-source CT low-dose 

scanning mode is adopted, the diagnostic effect of patients is higher, and the dose of contrast agent is less when the diagnostic 

accuracy,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are higher, and the quality of image scanning can be improved, and adverse reactions caused 

by the use of contrast agent can be avoided, Therefore, dual-source CT low-dose pulmonary artery CTA examination technology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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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动脉栓塞是临床发病率极高的心肺血管急性病变，是

由于外源或内源栓子造成肺动脉或分支发生阻塞导致的肺

循环障碍综合征疾病，肺动脉栓塞是静脉血栓的常见并发

症，下肢和盆骨深静脉都是栓子的主要来源。血管阻塞的程

度、心肺基础状态和阻塞发生速度直接决定了患者病情的危

重程度，例如轻度患者存在 2～3 肺段受累，患者临床症状

不明显；而危重病患者存在 15～16 肺段受累，患者发生猝

死和休克的几率非常高，要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就要尽早的

针对肺动脉栓塞进行确诊，采取有效的治疗对策，减少患者

的死亡率。影像学检查是肺动脉栓塞的主要诊断技术，肺动

脉血管 CT 成像的应用率最高，诊断效果也受到高度的认可。

肺动脉血管 CT 的确诊率的提升，随着该技术的发展和日益

成熟，双源 CT 低剂量扫描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且也得到

高度的认可[1]。肺动脉栓塞是严重的危急重症，具有极高的

死亡率，威胁患者的生命及健康。随着我国环境的恶化，临

床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不断提高，对

肺动脉栓塞患者来说，尽早的诊断是提高患者治疗效果、提

高抢救成功率的前提，本文则针对我院收治的肺动脉栓塞患

者实施双源 CT 低剂量肺动脉 CTA 检查，分析其应用价值。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北京京煤集团总医院 2022 年 3 月—2022 年 12 月采

取肺动脉 CTA 检查确诊为疑似肺动脉栓塞的患者 102 例作

为研究对象，按照扫描电压、剂量作为分组标准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各有 51 例。实验组中有男性 28 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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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23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45.26±5.21）岁，对照组中有

男性 26 例、女性 25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46.01±5.52）岁。

所有患者为疑似肺动脉栓塞患者，患者临床表现为呼吸困

难、胸痛、咯血、昏厥。排除标准：患者存在肿瘤疾病、对

比及过敏等均不纳入本文实验[2]。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均采取双源 CT 扫描检查，对照组将双源 CT

扫 描 仪 器 的 管电 压 设 置 为 120kV 、 对 比 剂 使 用 浓度 为

350mgl/ml，对比剂量为 2.5～3.0ml/kg；实验组将双源 CT 扫

描 仪 器 的 管 电 压 设 置 为 100kV 、 对 比 剂 使 用 浓 度 为

350mgl/ml，对比剂剂量为 0.5～1.0ml/kg。患者扫描层厚均为

5mm，重建层厚和层间距为 1mm[3-4]。扫描范围是从患者的

主动脉弓顶端到橫膈部位，对比剂注射速度控制在 5ml/s，

在注射的时候要做好实施的监督，将肺动脉主干作为主要检

测区，在 CT 达到 100Hu 的时候进行扫描，将扫描后获取的

图像上传到后台处理，对比剂注射后用相同速度注射生理盐

水[5]。 

1.3 评价标准  分析两组患者检查的准确度、特异度和

灵敏度，评估扫描成像的质量、图像信噪比等。扫描图像的

成像质量为 5 分，评分预告表示图像成像质量更高[6]。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分析实验结

果，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X2 检验，P〈0.05

统计学有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诊断结果对比  通过研究对比，两组患者

在疾病的诊断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上的结果对比无较大

差异，统计学对比无意义。见表 1、表 2、表 3。 

表 1 对照组患者检查结果 

对照组诊断 
病理检查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46 2 48 

阴性 2 1 3 

合计 48 3 51 

表 2 实验组患者检查结果 

实验组诊断 
病理检查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46 2 48 

阴性 1 2 3 

合计 47 4 51 

表 3 两组患者诊断准确度对比 

组别 例数 
诊断灵敏度

（%） 

诊断特异度

（%） 

诊断准确度

（%） 

对照组 51 95.83% 33.33% 92.16% 

实验组 51 95.83% 66.67% 94.12% 

X2  0 0.667 0．153 

P  1 0.414 0.695 

2.2 两组患者诊断图像质量对比 

通过 CTA 图像质量的分析，实验组患者的图像质量评

分均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的图像质量评分对比具有差异，

P〈0.05 统计学有意义。见表 4。 

表 4 两组患者诊断图像质量对比 

分数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1 分 0 0   

2 分 0 4   

3 分 2 8   

4 分 24 13   

5 分 18 12   

总分 185 161   

平均分 4.36±0.82 3.93±0.74 5.090 〈0.05 

2.3 两组患者扫描检查的相关参数对比 

实验组患者的 CNR、SNR 图像参数以及辐射剂量相比

对照组更低，两组患者的图像参数对比具有差异，P〈0.05

统计学有意义。见表 5。 

表 5  两组患者扫描检查的相关参数对比 

组别 例数 CNR SNR 
辐射剂量

（mSv） 

实验组 51 22.36±1.52 22.63±1.58 4.73±1.21 

对照组 51 24.05±1.63 24.82±1.33 5.93±1.25 

t  5.415 7.573 4.926 

P  〈0.05 〈0.05 〈0.05 

3 讨论 

肺动脉拴塞有极高的发病率，未采取及时的治疗就会导

致患者死亡，患者临床症状复杂且多变，容易在诊断中出现

漏诊、误诊的情况，肺动脉栓塞若是未采取积极的治疗，死

亡率在 20～30%之间，通过诊断和治疗后，患者的死亡率明

显下降，肺动脉栓塞通过及时和准确的治疗才能保证患者机

体康复水平，促进患者预后[7]。肺动脉栓塞是严重的危急重

症，具有极高的死亡率，威胁患者的生命及健康。随着我国

环境的恶化，临床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

率不断提高，对肺动脉栓塞患者来说，尽早的诊断是提高患

者治疗效果、提高抢救成功率的前提，因此提高肺动脉栓塞

的诊断率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8]。 

双源 CT 肺动脉 CTA 检查在临床的肺动脉栓塞的诊断中

发挥积极的作用，通过 CT 扫描进行肺动脉造影检查，具有

操作可行性高、用时少、无创性的特点，通过双源 CT 肺动

脉 CTA 检查能够将中央和周围肺动脉血管的分布情况清晰

的呈现出来，同时这也是诊断肺动脉相关疾病的评估指标[9]。

对比剂的应用，对比剂对患者肾脏的影响受到临床高度重

视，对比剂造成的肾脏疾病也成为了 CTA 检查的常见并发

症，低浓度对比剂和低管电压的诊断准确度与常规 CT 检查

无较大差异，不过低剂量对比剂和低管电压获取的 CTA 图

像质量相比常规检查更加清楚，这与低浓度对比剂与血液的

融合度更高有密切的关系，还能减少上腔静脉出现硬化伪影

的几率[10]。根据本文研究可知，通过研究对比，实验组诊断

灵敏度为 95.83%、特异度为 33.33%、准确度为 92.16%；对

照组患者诊断灵敏度为 97.87%、特异度为 50%、准确度为



                                          The Primary Medical Forum 基层医学论坛 第 5 卷 第 2 期 2023 年 

 49 

94.12%。两组患者在疾病的诊断准确度、灵敏度和特异度上

的结果对比无较大差异，统计学对比无意义。通过 CTA 图

像质量的分析，实验组患者的图像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两组患者的图像质量评分对比具有差异，P〈0.05 统计学有

意义。实验组患者 CNR 为（22.36±1.52）、SNR 为（22.63

±1.58）、辐射剂量为（4.73±1.21）；对照组患者 CNR 为（24.05

±1.63）、SNR 为（24.82±1.33）、辐射剂量为（5.93±1.25）。

实验组患者的 CNR、SNR 图像参数以及辐射剂量相比对照

组更低，两组患者的图像参数对比具有差异，P〈0.05 统计

学有意义。双源 CT 肺动脉 CTA 检查具有极高的诊断率，是

临床医生诊断的首选技术，双源 CT 是在常规 CT 基础上发

展的检查手段，是多层螺旋 CT 的一种，具有操作便捷、安

全可靠、无创的特点，在临床中目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高

度认可。常规肺动脉 CTA 检查中需要患者长时间屏气，因

此需要患者高度配合，双源 CT 扫描技术有效提高了扫描的

速度，患者屏气时间明显降低，打破了一定的临床应用局限

性，从而成为肺动脉栓塞早期诊断和检查的主要技术[11]。 

肺动脉 CTA 技术在扫描中需要观察对比剂使用后血管

的状态，对比剂使用量较大会造成严重的肾损伤，因此要尽

可能的减少对比剂的使用。实验组患者降低了扫描电压和对

比剂浓度，图像成像质量更加理想，虽然有部分患者依然存

在图像造影，但是不会影响诊断，能够满足疾病确诊和治疗

的要求。肺动脉栓塞是临床急诊常见病，由于肿瘤患者、呼

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疾病患者发病率的提高，肺动脉栓塞的

发病率也明显提高，若是无法采取有效的处理就会影响患者

疾病的康复和预后[12]。临床大多数疑似肺动脉栓塞的患者都

可以实施双源 CT 肺动脉 CTA 检查，双源 CT 肺动脉 CTA 检

查提高了扫描的速度，能够减少对比剂的用量。综上所述，

为肺动脉栓塞患者实施肺动脉 CTA 检查的时候采用双源 CT

低剂量扫描模式，患者的诊断效果更高，具有较高诊断准确

度、灵敏度和特异度的情况下使用对比剂的剂量更少，还能

提高图像扫描的质量，避免患者由于使用对比剂而产生不良

反应，因此双源 CT 低剂量肺动脉 CTA 检查技术具有极高的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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