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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骨膜窦的声像图特点

尹书月棳高暋惠棳陈暋露棳唐小丽棳张暋敏棳张晋炜棳汪朝霞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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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学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重庆市儿童发育重大疾病诊治与

预防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棳重庆暋棿棸棸棸棻棿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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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骨膜窦棬旙旈旑旛旙旔斿旘旈斻旘斸旑旈旈棳斢斝棭是一种罕见的静脉

血管畸形棳由扩张的颅外静脉和颅内静脉窦之间的异

常交通组成棳包括一个或多个经骨血管椲棻灢棾椵暎斢斝好发

于婴幼儿和青年棳棽棸岁前发病占 棸棩棳棿棸岁前约占

椄椄棩棳发病无性别差异暎随着超声技术的发展棳通过超

声检查诊断斢斝的准确率不断提高暎本文回顾性分析

棻棾例经病理确诊为斢斝患儿的声像图及临床资料棳探
讨超声检查对儿童斢斝的诊断价值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暋一般资料暋回顾性分析棽棸棻棸年棻月暘棽棸棻椃年

棻棽月我院经术后病理证实的棻棾例颅骨斢斝患儿的资

料棳男 例棳女椄例棳年龄棿个月暙棻棸岁棳中位年龄为

棽棿灡 个月椈均可见非搏动性颅外肿块棳当患儿仰卧或

屏气以及哭闹时肿块增大棳直立或坐位时肿块减小或

消失椈其中棽例伴皮肤色素变化棳棾例体检发现各有一

处潜在的颅骨缺损椈病变位于顶部椄例棳枕部棽例棳额
部棽例棳颞部棻例暎患儿临床资料见表棻暎
棻灡棽暋仪器与方法暋采用 斍斉斨旈旜旈斾斉椆棬高频线阵探头棳
频率棿暙棻棽斖斎旡棭暍斍斉斕旓旂旈旕斉椆棬高频线阵探头棳频率

棻棸暙棻 斖斎旡棭和斍斉斉斝斏斞斞 棬斕棻椄灢 高频线阵探头棳频
率 暙棻椄斖斎旡棭超声检查仪暎使患儿仰卧棳采用直接扫

查法对头部肿物进行多角度暍多切面扫查棳以二维超声

观察肿块的位置暍形态暍回声暍大小和颅骨缺损椈斆斈斊斏和

频谱多普勒超声观察病灶内部血流方向及频谱形态暎
棽暋结果

棽灡棻暋斢斝声像图特征暋二维超声显示颅骨表面有可压

缩的边界清楚的无回声单发包块棳其大小和形状各异椈
平均体积棬棽灡椄椄暲棸灡棾 棭斻旐棾椈颅骨强回声带连续性中

断棳缺损大小不等棳平均直径棬棽灡椄棸暲棸灡椄棻棭旐旐暎斆斈斊斏
示颅内斢斝的血流直接通过颅骨缺损与颅外血管相连

通椈频谱多普勒超声检查示颅内和颅外静脉交通水平

的往返湍流棬图棻斄暙棻斆棭暎
棽灡棽暋病理检查暋大体标本切面可见大小不等的囊腔棳
囊内见血凝块暎镜下示斢斝由扩张的不规则形状和大

小的血管腔吻合而成椈血管腔内可见处于不同组织阶

段的血栓棳包括新鲜的纤维蛋白凝块暍肉芽和纤维化或

混合物棬图棻斈棭暎
棾暋讨论

斢斝是一种罕见的静脉血管畸形棳其本质是骨膜下

血 性 囊 肿棳通 过 颅 骨 板 的 静 脉 与 颅 内 硬 膜 窦 交

通椲棻棳棾灢 椵暎斢斝多位于邻近矢状窦中央和后棻棷棾的额区

棬棿棸棩棭棳其次是顶部棬棾棿棩棭暍枕部棬棽棾棩棭和颞部棬棿棩棭暎
本组斢斝位于顶部椄例棳枕部棽例棳额部棽例棳颞部棻
例暎因本组样本量小棳其好发部位尚需更多病例资料

证实暎斢斝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棳但有研究椲棿椵提示斢斝
具有先天发病倾向暎

暏椂棽棿棻暏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棽棸棻椆年第棾 卷第椆期暋斆旇旈旑斒斖斿斾斏旐斸旂旈旑旂斣斿斻旇旑旓旍棳棽棸棻椆棳斨旓旍棾 棳斘旓椆



表棻暋棻棾例颅骨斢斝患儿的临床特点

患儿编号 年龄 性别 位置 包块大小棬斻旐暳斻旐暳斻旐棭 肿块变化

平卧 直立 压迫
外伤史

棻 棾岁棻个月 男 顶部 棻棶棾暳棸棶椂暳棸棶 增大 减小 减小 无

棽 棿个月 男 顶部 棻棶棻暳棸棶椄暳棸棶椂 增大 减小 减小 无

棾 棻棸岁 女 顶部 棿棶暳棻棶棾暳棻棶棻 增大 减小 减小 无

棿 棿岁 个月 女 顶部 棶棽暳棾棶棻暳棻棶椃 增大 减小 减小 无

棽岁棻个月 男 额部 棾棶棻暳棽棶棽暳棻棶棽 增大 减小 减小 无

椂 个月 女 顶部 棶椂暳棽棶棸暳棻棶椄 增大 减小 减小 无

椃 棾岁棿个月 女 顶部 棻棶椆暳棻棶棾暳棸棶椂 增大 减小 减小 无

椄 椃个月 女 枕部 棻棶椃暳棻棶椂暳棸棶椂 增大 减小 减小 无

椆 棻岁棻个月 男 顶部 棻棶暳棻棶暳棸棶 增大 减小 减小 无

棻棸 棻棻个月 女 顶部 棻棶椆暳棻棶暳棸棶椄 增大 减小 减小 无

棻棻 棻岁棾个月 男 枕部 棸棶椄暳棸棶椄暳棸棶棽 增大 减小 减小 无

棻棽 棻岁棽个月 女 额部 棻棶椄暳棻棶椃暳棸棶 增大 减小 减小 无

棻棾 棾岁 女 颞部 棻棶棾暳棸棶椄暳棸棶椂 增大 减小 减小 有

图棻暋斢斝患儿女棳椃个月暋斄棶二维超声表现为颅骨表面的无回声肿块棬箭头棭棳通过颅骨缺损棬长
箭棭与上矢状窦棬斢斢斢棭相通椈斅棶斆斈斊斏示上矢状窦棬斢斢斢棭内的血流直接通过颅骨缺损棬箭棭与颅外血

管相连通椈斆棶频谱多普勒超声示颅内和颅外静脉交通水平的往返湍流信号椈斈棶病理图示纤维组

织中多条扩张的血管棳管壁厚薄不均棳血管腔内充填红细胞棳部分血栓伴机化棬斎斉棳暳棽棸棸棭

暋暋本组患儿临床表现为随颅内压改变而变化的头部

包块棳在患儿哭闹暍屏气或仰卧位时棳头部包块增大棳与
既往研究椲椵报道结果相符暎

诊断斢斝主要依靠临床和影像学检查棳较常采用

头颅斆斣暍斖斠斏和血管造影暎与其他成像方式相比棳超
声检查具有无辐射暍价格低廉及实时动态的优势暎斢斝
的声像图特征明显棳主要表现为颅骨连续性中断棳自颅

骨缺损部位向外膨出的无回声包块棳斆斈斊斏能够识别

颅外静脉和硬脑膜窦之间的血流交通棳频谱多普勒可

确认交通血管为双向静脉血流暎

总之棳通过超声检查观察斢斝
的骨缺损棳可确认无回声管状结

构为静脉血流棳并实时观察颅内

外静脉血管的交通暎结合声像图

特点和临床表现有利于正确诊断

本病暎超声检查可作为明确诊断

斢斝的可靠工具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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