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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线平片和 CT检查在鼻骨骨折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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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骨折常用诊断方法有 X线和 CT检查，大
多数临床医师对于骨折患者首选 X线检查，但 X线
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检查位置就是其最大的制
约因素，导致检查的误差较大，而 CT却可以弥补 X
线的缺点，因此 X线联合 CT检查应用于骨折的诊
断，可明显提高诊出率[1]。 本文将 X线平片和 CT应
用于鼻骨骨折检查中，取得满意效果。 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选择 2012年 1~10月我院骨科收
治的 35例鼻骨骨折患者， 均已取得患者及家属的
知情同意和医院医学伦理学委员会的批准许可。 其
中男 20例，女性 15例；年龄 20~60岁，平均（34.5±
9.8）岁；中段骨折 20例，下段骨折 15例；线性骨折
25例，粉碎性骨折 10例。
1.2%%%%检查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 X线（双能 X线
机，型号：DEXXUMT）和 CT（西门子 CT 机，型号：
QX/I）检查。 行 X线检查时患者取俯卧位头部侧位
像， 进行双侧摄像对比； 行 CT检查时患者取仰卧
位，多采用横断面检查，对于部分结构复杂骨折可
进行冠状面检查。 比较两种影像学检查手段对鼻骨
骨折的诊断率。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6.0统计学软件进行
数据处理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进行 字2检验，
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4%%%%结果 X线的诊断率为 71.43%，CT的诊断率
为 97.14%， 两种方法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1。

表 1%%%%X 线和 CT 诊断率比较 例

2%%%%讨论
鼻骨的正常解剖结构较为复杂，鼻骨占据了外

鼻骨的上部分，下部分为软骨及软组织。 鼻腔是鼻
部十分重要的结构，主要由鼻中隔、鼻道及外侧壁
构成，其中外侧壁是由 3个或者 4个鼻甲呈阶梯状
由下往上逐渐缩小排列，表面非常不平整[2]。 鼻骨突
出于面部，非常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损伤，是面部
外伤中十分常见的损伤之一，该处骨质薄弱，易发
生骨折，而且在骨折发生后容易形成复合伤。 鼻骨

骨折在临床上较为常见，而且近年来其发生率明显
增多，主要是因为交通事故、拳击伤、踢伤等，外伤
造成的鼻骨骨折常合并有多处骨折，及时、准确、全
面地诊断可为后期治疗方法及预测的评估提供主
要依据[3]。 鼻骨骨折的临床表现可根据受伤部位的
不同而不同，主要表现为鼻部青紫、出血、脑脊液鼻
漏、感觉异常等症状。

X线诊断鼻骨骨折时， 主要是对患者病变处进
行平片检查，可表现为鼻骨骨折连续性中断、移位，
窦腔密度增高。但 X线检查在诊断鼻根骨折时由于
该处周围存在许多薄骨重叠，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X
线诊断的准确率。 对于鼻骨区骨折，CT检查主要表
现鼻骨、上颌骨额突、泪骨骨折中断或者移位，骨缝
分离增宽，鼻额缝、鼻骨与上颌骨额突缝分离增大
或者错位，周围软组织肿胀增厚。X线检查对于鼻骨
骨折的漏诊中以一侧鼻骨无明显移位骨折多见，而
且对于对侧鼻骨骨折不能很好地辨别。 除此之外，
对于眼眶壁骨折和副鼻窦骨折 X线检查也具有很
低的分辨率[4]。 与 X线平片检查法相比，CT检查鼻
骨骨折具有很高的诊断率， 具有图像重组的优点，
该优点应用于诊断鼻骨骨折周边软组织的状态具
有很好的优势， 可以将鼻骨骨折周围的鼻窦骨折、
血肿情况很好地表现出来，大大减少 X线检查对于
鼻骨骨折的漏诊率[5]。 本研究结果显示，X线检查诊
断鼻骨骨折的概率为 71.43%，CT检查诊断鼻骨骨
折的概率为 97.14%，两种方法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由此提示 CT检查诊断鼻骨骨折准
确率高，漏诊率低。

综上所述，X线检查只能用于较为简单普通的
鼻骨骨折，起到初步诊断的作用，为减少该检查的
漏诊率，临床可以联合应用 CT检查。两者相互补充
可以提高对鼻骨骨折的诊断率，减少漏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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