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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对正常成人脾脏在多层螺旋CT(MSCT)图像上一些指标的观测分析，提供相应的 

脾脏正常值范围，为临床和教学服务。方法 收集腹部多层螺旋 cT扫描正常脾脏 160例，并行三维成像，观 

察脾脏上、下极及脾门中点平椎体的位置。测量脾脏上、下极及脾脏最左、右端、脾门中点距脊柱中线的距离； 

测量脾脏的长径、厚径及上下径；并对上述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 脾脏上、下极大部分分别平对T 。椎 

体和 椎体，脾门大部分平对L 椎体。脾脏的各项 cT测量指标男性均 >女性，并且除了脾门一中线距、左 

端一中线距和右端 中线距和厚径之外，其他测量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脏 

的各项 CT测量指标均有缩小趋势。结论 研究获得了正常成人脾脏的位置、大小、形态的数据，可供临床诊 

断、治疗以及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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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analyze the standards of the normal adult splenic multislice spiral CT 

(MSCT)imaging to provide relevant normal range for clinic and teaching．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ty cases 

with normal spleen were undergone abdominal MSCT，then 3D imaging was perform ed，the position of spleen distance 

between two poles of spleen，the out edges of fight and left of spleen，the midpoint of the splenic hailar and the central 

line of the spine，the diameter of splenic portal vein and splenic length，thickness and width were observed and meas— 

ured with statistics analysis．Results Almost splenic upper poles located at the T10 level，lower poles located at the 

level and the midpoint of the splenic hailar located at the L】leve1．The values measured on CT of spleen in men were 

larger than that in women．Except for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midpoint of the splenic hailar，the out edges of fight and 

left of spleen and the central hne of the body and thick of spleen，the most values measured on CT were all of signifi— 

cant statisticaUy(P<0．05)．Along with age increasing，the values measured on CT of spleen in normal adult have a 

tendency of shrinking．Conclusion The data of norm al adult splenic location，size and shape obtained in this study 

can he used as the values consulted by clinic diagnosis，treatment and teaching． 

[Key words] Spleen； x—ray computed tomography； Measurment 

脾脏是人体内最大的淋巴、免疫器官，参与机体 

免疫调节机制，其功能与形态间有密切关系。很多 

疾病可引起脾脏形态、位置和大小的改变，观测脾脏 

形态、位置和大小对疾病的预后和临床疗效评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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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脾门平对椎体／椎间盘的位置分布 160例 对 L1／2椎间盘和 L2椎体分别为4例和 16例，平对 

中，脾门平对 L 椎体 112例，其出现率为70．O％，平 T ／L 椎间盘和 Tn椎体为 9例和 17例。见表3。 

表 3 160例正常成人脾门平对椎体／椎问盘的位置分布(n) 

2．4 脾脏各项指标 cT测量结果及性别差异比较 线距、下极．中线距、长径和上下径差异均有统计学 

男性各项测量指标均大于女性，并且男女的上极．中 意义(P<0．05)。见表 4。 

表4 脾脏各项指标cT测量结果及性别差异比较[(面4-s)，cm] 

2．s 年龄别、性别脾脏各项指标 cT测量结果比较 

对各年龄组检测结果比较发现，40岁 ～和 60岁 ～ 

年龄组男性脾脏的长径、厚径和上下径显著大于女 

性。将各年龄组合并计算后，除了厚径之外，男性的 

长径和上下径均显著大于女性(P<0．01或 P< 

0．05)。随着年龄增长，男、女性的上述各项指标有 

缩小趋势，各年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5。 

表5 160例正常成人年龄别、性别脾脏各项指标cT测量结果比较[(面4-s)，cm] 

3 讨论 

3．1 脾脏的正常位置主要依赖于脾周韧带、邻近器 

官、脾血管、腹膜及腹压得以维持，任何原因导致上 

述某一因素发生改变，都可能导致脾脏位置的改变。 

另外体位的改变也可致脾脏位置的改变，卧位时肾 

脏的位置较站立位高；呼吸和胃的充盈度也是影响 

脾脏位置的重要因素；年龄越大脊柱退变并变形、脾 

动、静脉迂曲，脾脏的位置都会发生改变。关于脾脏 

的位置解剖学L4 】有所描述：脾脏位于左季肋区，胃 

左侧与膈之间，相当左侧第 9—11肋的深面，其长轴 

与第 10肋方向一致。对于脾脏上、下极及脾门与椎 

体之间相对应的关系和脾脏上、下极、最左端、最右 

端距身体中线之间的距离没有描述。其他专家没有 

对此进一步研究。本研究结果表明：脾脏上极大部 

分平对T 。椎体，其出现率约为69．4％；脾脏下极大 

部分平对 L，椎体，其出现率为71．3％，而脾门大部 

分平对 L 椎体。男性脾脏上、下极和脾脏最左端、 

右端距身体中线之间的距离较女性长，这可能与女 

性个体相对矮小有关。 

3．2 关于脾脏大小测量方法，目前临床上通常使用 

的有肋单元法、脾指数测量法、面积叠加法和 SSD 

容积测量法等多种方法 ，但其准确性、可靠性 

尚无科学论断。随着计算机技术及影像后处理技术 

的进步，多层螺旋 CT径线测量软件的应用为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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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大小的测量提供了科学、方便、快捷和准确的方 

法。本研究测量脾脏的长径、厚径和上下径均值分 

别为9．32、3．07、9．21 cm。与吕亚囡等 测量结果 

相仿，而小于西方人l_1 。与解剖学的测量之间存在 
一 定的差异 J。因为解剖学的测量是在尸体标本 

上直接进行，尸体标本经过固定、防腐等处理后，器 

官的位置、形态、大小都发生了改变，也可能与尸体 

标本测量的数量有限有关。而 CT的测量是在活体 

的3D图像上进行 ，并且可进行大量的测量，因而更 

真实、可靠 。 

虽然本组各年龄组间脾脏大小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脏有缩小的趋势，各年龄 

组均为男性大于女性，总体上男女性之间具有显著 

性差异，提示在对脾脏大小进行评估时需考虑年龄 

及性别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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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 DNA修复基因 X线修复交叉互补因子 1(XRCCI)主要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前列腺 

癌易感性的关系。方法 在 MEDLINE、EMBASE和OVID数据库上检索文献，收集及提取符合纳入标准的以 

XRCC1密码子 194、280、399多态性与前列腺癌易感性为内容的病例对照研究文献，应用 Stata统计软件进行 

Meta分析，比值比(ORs)及其95％可信区间(95％C／)评价关联强度；应用 SPSS软件分析吸烟与前列腺癌关 

系， 评价其相对危险度。结果 XRCC1 399 Gln／Gln和XRCC1 280 Arg／His与前列腺癌的发病风险有关 

(Gln／Gln Vs Arg／Arg：OR=1．27，95％C／=1．02—1．59；Arg／His VS Arg／Arg：OR=1．66，95％C／=1．09～2．52)， 

尤其在亚组分析中亚洲人的Gln／Gln明显增加了前列腺癌的发病风险(Ci =1．52，95％C／=1．18 1．96)： 

Arg194Trp与前列腺癌的发病风险无明显关联。吸烟是前列腺癌的危险因素( =13．974，尸=0．000，C； = 

1．22)。结论 XRCC1 399 Gln／Gln和 280 Arg／His可能与前列腺癌的易感性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