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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摘暋要椵暋纳米金颗粒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之一棳广泛应用于多种学科棳特别是在分子影像学中展现出日益广阔的应用

前景暎本文就纳米金颗粒的制备方法及其在影像学中的应用研究进展进行简述暎
椲关键词椵暋纳米金颗粒椈分子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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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纳米金颗粒为直径椄暙棽椀棸旑旐 的缔合胶体暎自

棻椄椀椃年斊斸旘斸斾斸旟首次用磷还原 斄旛斆旍得到由 斄旛小颗

粒形成的悬浮液以来棳纳米金颗粒在多个领域棬如催

化暍生物暍光电子学暍信息存储棭中的应用已有了很大发

展暎纳米金颗粒属于最稳定的金属纳米粒子之一棳不
仅具有纳米粒子共有的特性棳如小尺寸效应暍表面效

应暍量子尺寸效应暍宏观量子隧道效应暍介电效应等棳还
具有其独特的理化性质棳如等离子体共振性质暍生物相

容性好等暎目前纳米金颗粒已经在生物医学方面得到

广泛应用椲棻椵暎本文就纳米金颗粒的合成方法以及在医

学影像学分子成像方面的应用进行综述暎
棻暋纳米金颗粒的合成方法

棻灡棻 还原法暋在众多传统的还原金属衍生物方法中棳

柠檬酸钠还原氯化金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之一棳但
采用此方法合成的纳米金颗粒直径较单一棬棽棸旑旐棭椈
通过控制还原剂与稳定剂的比例棳可制备一定粒径棬棻椂
暙棻棿椃旑旐棭的纳米粒子暎此方法适用于制备以金为核

心暍周围环绕松散的壳配体的功能性材料棳但难以控制

还原速率暎
棻灡棽 斅旘旛旙旚灢斢斻旇旈旀旀旘旈旑法暋斍旈斿旘旙旈旂等椲棽椵以硫醇为稳定

剂合成纳米金颗粒粒子棳发现可以不同链长的硫醇作

为纳 米 金 颗 粒 的 稳 定 剂暎斅旘旛旙旚灢斢斻旇旈旀旀旘旈旑 法 是 将

斄旛棾棲 盐在相转移催化剂四辛基溴化铵作用下先转移

到甲苯或氯仿棳使之与巯基相互作用后棳斄旛棾棲 被硼氢

化物还原为零价态的斄旛暎此方法的优点如下椇栙合成

方法简单椈栚生成的纳米金颗粒热力学稳定棳在空气中

不易失活椈栛分散性低椈栜可将生成的粒子直径控制在

棻灡椀暙椀灡棽旑旐椈栞所制备的纳米金颗粒易被功能化修

饰暎
棻灡棾 晶种生长法暋晶种生长法为多步生长方法棳首先

制备小尺寸棬棻棸旑旐棭的晶种棳将晶种作为引发剂加入

到反应混合物中棳使溶液中生成更多的晶核棳可以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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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长径比为棿灡椂暙棻椄灡棸的纳米棒棳是众多制备方法中

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棳但其产出率很低暎斅斸斺斸旊等椲棾椵进
一步改进了此方法棳加入 斄旂斘斚棾 后棳可以在大幅提高

产出率的同时控制纳米棒的长径比暎此法采用的晶种

是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棬斆斣斄斅棭包被的纳米金颗

粒暎
棻灡棿 模板法暋模板法是以多孔材料为模板棳前驱体在

模板的孔壁上发生反应棳形成纳米粒子暎该方法可以

有效控制金纳米棒的长径比暍形貌等棳但产出率较低棳
制备过程繁杂暎
棻灡椀 物理方法暋物理法制备金颗粒主要是通过各种

分散技术将金直接转变为纳米粒子棳包括光化学方法

棬包括紫外线暍近红外线照射法暍激光消融棭暍声化学方

法暍辐射分解法等暎紫外线照射可以改善纳米金颗粒

的质量椈近红外激光照射可以激发大量以硫醇为稳定

剂的纳米金颗粒的生长椈激光消融可以控制纳米金颗

粒粒径的大小椲棿椵椈声化学法随着二氧化硅受到关注而

逐渐被人们所了解棳有学者椲椀椵发现声化学方法也可用

于合成纳米金颗粒椈辐射分解法可以用来控制纳米金

颗粒的大小棳或在特殊自由基存在下合成纳米金颗

粒椲椂椵暎但是棳物理方法对设备的要求较高棳得到的粒子

尺寸分布较广棳使其应用受到一定限制暎
棻灡椂 生物合成暋采用化学方法合成纳米金颗粒需要

还原剂及各种保护剂棳这些试剂对环境有不同程度的

污染暎应用有效且环保的方法进行纳米金颗粒的生物

合成已成为近年来的重要课题棳其原材料主要是微生

物暍植物等棳目前正处于探索阶段椲椃椵暎
棽暋纳米金颗粒在影像医学方面的应用

暋暋分子影像学是将传统影像技术与可以检测细胞事

件的探针相结合棳用非侵入性探针使体内的生理病理

变化量化的显像方法暎分子影像学对于生物探针有两

个要求棳一是在 斠斚斏内可以累积棳二是可以成像暎近

年来棳随着纳米技术的广泛应用棳该领域的发展十分迅

猛椲椄灢椆椵暎
棽灡棻 光学分子成像暋该成像方法的主要缺点是穿透

深度仅限于数厘米棬小于棻暙椀斻旐棭棳信号被组织大量

吸收棳使信号的量化出现问题暎以纳米金颗粒作为荧

光试剂进行光学成像可以在一定程度是克服这一缺

点暎另外棳将纳米金颗粒应用于近红外区域的吸收和

发射棳使 得荧 光实 时 成像 及 深层 组 织成 像 成 为 可

能椲棻棸椵暎斅斸旘斾旇斸旑等椲棻棻椵认为将荧光与纳米金颗粒相结

合棳荧光强度可加强棻棩暙椄棸棩暎这些纳米金颗粒与

荧光剂的连接体可用来作为体内外荧光成像的敏感增

强剂椲棻棽椵暎
棽灡棽 光声学成像暋光声学成像将光学和超声学方法

的优势结合起来棳可同时提供生物组织的光学吸收信

息和声学信息棳对比度高棳空间分辨力高椈缺点是穿透

深度有限棳使其应用范围受限暎纳米金颗粒作为对比

增强剂已用于多种光学成像技术暎有学者椲棻棾椵用激光

光声成像系统来检测由金纳米棒引起的光声对比棳以
提高光声学成像的诊断效果暎纳米金颗粒作为光声学

成像对比剂的优点如下椲棻棿椵椇栙可显示更深层的组织信

息椈栚靶向肽和抗体可连接到纳米金颗粒表面作为细

胞特异性对比剂棳并可进行分子显像椈栛基于相同原

理棳光声学成像可与光热疗法相结合暎
棽灡棾 放射性同位素成像棬斝斉斣 和 斢斝斉斆斣棭暋斝斉斣 和

斢斝斉斆斣是分子影像学中研究最多的技术暎纳米金颗

粒易被功能化修饰棳斝斉斣运用纳米金颗粒作为分子探

针即可进行肿瘤显像暎有研究椲棻椀椵以叶酸为靶点暍椂棿斆旛
为示踪剂的纳米金颗粒经斝斉斣 检查可使小鼠体内的

肿瘤显像暎
棽灡棿 斆斣成像暋不同生物组织对 斬 线的吸收程度不

同棳使组织间产生对比棳组织的原子序数越大棳对 斬线

的吸收越多棳产生的对比就越强暎而金原子序数是

椃椆棳在 斬线成像中应用纳米金颗粒进行分子成像棳可
以产生局部对比信息棳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椲棻椂椵暎纳米

金颗粒作为 斆斣 显像剂的优势在于椲棻椃椵椇栙与碘剂相

比棳纳米金颗粒对低能斬线有更高的吸收性棳在斆斣显

像时受骨和组织干扰小棳呈现出更好的对比度椈栚具有

较长的生物半衰期暎近年来有学者椲棻椄灢棻椆椵观察了采用树

状大分子修饰的纳米金颗粒作为斆斣分子探针的可行

性棳认为树状大分子修饰的纳米金颗粒具有比现有

斆斣对比剂更好的固有显影特性棳具备了成为斆斣分子

探针的首要条件椲棽棸灢棽棻椵暎进一步研究椲棽棽椵发现使用乙酰

化的树状大分子修饰纳米金颗粒有可能使癌细胞在

斆斣检查中显像暎
棽灡椀 斖斠成像暋即使有钆作为对比剂棳斖斠斏信号仍较

弱棳不及斝斉斣棷斢斝斉斆斣 敏感棳因此要想获得一个序列

完整的图像需要较长的时间暎有学者椲棽棾椵尝试在 斖斠
成像中应用纳米金颗粒棳使信号放大棳提高了 斖斠 成

像的敏感性暎旜斸旑斔斸旙旚斿旘斿旑等椲棽棿椵发现棳在 斖斠斏中棳以
碳水化合物为功能基团暍氧化铁为稳定剂的纳米金颗

粒可以使急性炎症后小鼠大脑内产生的斆斈椂棽受体显

像暎斢斻旇旐旈斿斾斿旘等椲棽椀椵应用 斍旓旍斾斖斸旂斣斖灢斆斢纳米金颗

粒磁微粒标记含斠斍斈棬精氨酸灢甘氨酸灢天冬氨酸棭序列

的环形多肽棳构建靶向肿瘤新生血管特异性分子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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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斖斠分子显像暎
棽灡椂 多模态成像暋各种影像学技术各有其优缺点暎
多模态成像是将不同技术相结合棳以达到互补的效果暎
纳米金颗粒作为分子探针可以被多种成像技术探测

到椲棽椂椵暎
棾暋总结及展望

暋暋目前纳米金颗粒的制备已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棳
其中应用最广泛制备方法是晶种生长法椈但是棳如何合

成与人体生物相容性好暍对生态环境不构成威胁同时

又不丢失其优良理化性质的纳米金颗粒棳仍需进一步

研究探索暎纳米金颗粒在成像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棳已
经有很多学者对纳米金颗粒分子显像的原理及其在动

物模型中的应用进行研究棳尤其是以纳米金颗粒作为

分子探针棷对比剂暎如何将这些理论与实验性的成果

应用到临床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是当前需要解决的一大

课题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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斸旔旔旘旓斸斻旇旀旓旘旙旈旡斿灢斻旓旑旚旘旓旍旍斿斾 旙旟旑旚旇斿旙旈旙敭斝旇旓旚旓斻旇斿旐 斝旇旓旚旓斺旈旓旍敩
棽棸棸棻敩棻棿棸敤棻敥敽椃椀灢椄棸敭

斲椀斴暋斠斿斿斾斒斄敩斆旓旓旊斄敩斎斸旍斸斸旙斈斒敩斿旚斸旍敭斣旇斿斿旀旀斿斻旚旙旓旀旐旈斻旘旓旂旘斸旜旈旚旟
旓旑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旈旡斿斾旈旙旚旘旈斺旛旚旈旓旑旙旂斿旑斿旘斸旚斿斾斺旟旚旇斿旛旍旚旘斸旙旓旑旈斻旘斿灢
斾旛斻旚旈旓旑旓旀斸旑斸旕旛斿旓旛旙旂旓旍斾灢斻旇旍旓旘旈斾斿旙旓旍旛旚旈旓旑敭斦旍旚旘斸旙旓旑斢旓旑旓斻旇斿旐敩
棽棸棸棾敩棻棸敤棿灢椀敥敽棽椄椀灢棽椄椆敭

斲椂斴暋斄旘旑旈旐 斎敩斖斿旈旙斿旍斈敭斠斸斾旈旓旍旟旚旈斻斻旓旑旚旘旓旍旓旀旚旇斿旙旈旡斿旓旀斻旓旍旍旓旈斾斸旍
斍旓旍斾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敭斕斸旑旂旐旛旈旘敩棻椆椆椄敩棻棿敤棽椂敥敽椃棾椆棽灢椃棾椆椂敭

斲椃斴暋斝斸旑斾斸斣敩斈斿斿旔斸斔敭斅旈旓旙旟旑旚旇斿旙旈旙旓旀斍旓旍斾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敭斒斘斸旑旓旙斻旈
斘斸旑旓旚斿斻旇旑旓旍敩棽棸棻棻敩棻棻敤棻棽敥敽棻棸棽椃椆灢棻棸棽椆棿敭

斲椄斴暋斖旈旑斻旇旈旑斠斊敩斖斸旘旚旈旑斈斒敭斘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旀旓旘旐旓旍斿斻旛旍斸旘旈旐斸旂旈旑旂暘
斸旑旓旜斿旘旜旈斿旝敭斉旑斾旓斻旘旈旑旓旍旓旂旟敩棽棸棻棸敩棻椀棻敤棽敥敽棿椃棿灢棿椄棻敭

斲椆斴暋斅旓旓旚斿斉敩斊斿旑旚斍敩斔斸旚旚旛旐旛旘旈斨敩斿旚斸旍敭斍旓旍斾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斻旓旑旚旘斸旙旚
旈旑斸旔旇斸旑旚旓旐斸旑斾旉旛旜斿旑旈旍斿旙旝旈旑斿敽斖旓斾斿旍旙旀旓旘旐旓旍斿斻旛旍斸旘旈旐斸旂旈旑旂旓旀
旇旛旐斸旑旓旘旂斸旑旙旛旙旈旑旂斬灢旘斸旟斻旓旐旔旛旚斿斾旚旓旐旓旂旘斸旔旇旟敭斄斻斸斾斠斸斾旈旓旍敩
棽棸棻棸敩棻椃敤棿敥敽棿棻棸灢棿棻椃敭

斲棻棸斴暋斆旓旚旓灢斍斸旘斻湭斸斄斖敩斢旓旚斿旍旓灢斍旓旑旡湤旍斿旡斉敩斊斿旘旑湤旑斾斿旡灢斄旘旂湽斿旍旍斿旙斖斣敩
斿旚斸旍敭斘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斸旙旀旍旛旓旘斿旙斻斿旑旚旍斸斺斿旍旙旀旓旘旓旔旚旈斻斸旍旈旐斸旂旈旑旂斸旑斾
旙斿旑旙旈旑旂旈旑旂斿旑旓旐旈斻旙斸旑斾旔旘旓旚斿旓旐旈斻旙敭斄旑斸旍斅旈旓斸旑斸旍斆旇斿旐敩棽棸棻棻敩
棾椆椆敤棻敥敽棽椆灢棿棽敭

斲棻棻斴暋斅斸旘斾旇斸旑斠敩斕斸旍斢敩斒旓旙旇旈斄敩斿旚斸旍敭斣旇斿旘斸旑旓旙旚旈斻旑斸旑旓旙旇斿旍旍旙敽斊旘旓旐
旔旘旓斺斿斾斿旙旈旂旑旚旓旈旐斸旂旈旑旂斸旑斾旚旘斿斸旚旐斿旑旚旓旀斆斸旑斻斿旘敭斄斻斻斆旇斿旐
斠斿旙敩棽棸棻棻敩棿棿敤棻棸敥敽椆棾椂灢椆棿椂敭

斲棻棽斴暋斅斸旘斾旇斸旑斠敩斆旇斿旑斪斬敩斝斿旘斿旡灢斣旓旘旘斿旙斆敩斿旚斸旍敭斘斸旑旓旙旇斿旍旍旙旝旈旚旇
旚斸旘旂斿旚斿斾旙旈旐旛旍旚斸旑斿旓旛旙斿旑旇斸旑斻斿旐斿旑旚旓旀旐斸旂旑斿旚旈斻斸旑斾旓旔旚旈斻斸旍旈旐斸旂灢
旈旑旂斸旑斾旔旇旓旚旓旚旇斿旘旐斸旍旚旇斿旘斸旔斿旛旚旈斻旘斿旙旔旓旑旙斿敭斄斾旜斊旛旑斻旚斖斸旚斿旘敩
棽棸棸椆敩棻椆敤棽棿敥敽棾椆棸棻灢棾椆棸椆敭

斲棻棾斴暋斉旂旇旚斿斾斸旘旈斖敩斚旘斸斿旜旙旊旟斄敩斆旓旔旍斸旑斾斒斄敩斿旚斸旍敭斎旈旂旇旙斿旑旙旈旚旈旜旈旚旟
旓旀旈旑旜旈旜旓斾斿旚斿斻旚旈旓旑旓旀斍旓旍斾旑斸旑旓旘旓斾旙旛旙旈旑旂斸旍斸旙斿旘旓旔旚旓斸斻旓旛旙旚旈斻
旈旐斸旂旈旑旂旙旟旙旚斿旐敭斘斸旑旓斕斿旚旚敩棽棸棸椃敩椃敤椃敥敽棻椆棻棿灢棻椆棻椄敭

斲棻棿斴暋斮斸旑旂斬敩斢旚斿旈旑斉斪敩斄旙旇旊斿旑斸旡旈斢敩斿旚斸旍敭斘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旀旓旘旔旇旓灢
旚旓斸斻旓旛旙旚旈斻旈旐斸旂旈旑旂敭斪旈旍斿旟斏旑旚斿旘斾旈旙斻旈旔斠斿旜 斘斸旑旓旐斿斾 斘斸旑旓斺旈旓灢
旚斿斻旇旑旓旍敩棽棸棸椆敩棻敤棿敥敽棾椂棸灢棾椂椄敭

斲棻椀斴暋斠旓旙旙旈旑斠敩斝斸旑斈敩斞旈斔敩斿旚斸旍敭椂棿斆旛灢旍斸斺斿旍斿斾旀旓旍斸旚斿灢斻旓旑旉旛旂斸旚斿斾
旙旇斿旍旍斻旘旓旙旙灢旍旈旑旊斿斾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旀旓旘旚旛旐旓旘旈旐斸旂旈旑旂斸旑斾旘斸斾旈旓旚旇斿旘灢
斸旔旟敽斢旟旑旚旇斿旙旈旙敩旘斸斾旈旓旍斸斺斿旍旈旑旂敩斸旑斾斺旈旓旍旓旂旈斻斿旜斸旍旛斸旚旈旓旑敭斒斘旛斻旍
斖斿斾敩棽棸棸椀敩棿椂敤椃敥敽棻棽棻棸灢棻棽棻椄敭

斲棻椂斴暋斈斿斺斺斸旂斿斝敩斒斸旙斻旇旊斿斪敭斖旓旍斿斻旛旍斸旘旈旐斸旂旈旑旂旝旈旚旇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敽
斍旈斸旑旚旘旓旍斿旙旀旓旘斾旝斸旘旀斸斻旚旓旘旙敭斎旈旙旚旓斻旇斿旐 斆斿旍旍斅旈旓旍敩棽棸棸椄敩棻棾棸
敤椀敥敽椄棿椀灢椄椃椀敭

斲棻椃斴暋斎斸旈旑旀斿旍斾斒斊敩斢旍斸旚旊旈旑斈斘敩斊旓斻斿旍旍斸斣斖敩斿旚斸旍敭斍旓旍斾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灢
斻旍斿旙敽斄旑斿旝斬灢旘斸旟斻旓旑旚旘斸旙旚斸旂斿旑旚敭斅旘斒斠斸斾旈旓旍敩棽棸棸椂敩椃椆敤椆棾椆敥敽
棽棿椄灢棽椀棾敭

斲棻椄斴暋王悍敩郭睿敩张贵祥敩等敭树状大分子修饰纳米金颗粒作为斆斣分

子探针的可行性研究敭中国医学影像技术敩棽棸棻棸敩棽椂敤增刊棻敥敽
棻棸椆敭

斲棻椆斴暋斝斿旑旂斆敩斪斸旑旂斎敩斍旛旓斠敩斿旚斸旍敭斄斻斿旚旟旍斸旚旈旓旑旓旀斾斿旑斾旘旈旐斿旘灢斿旑灢
旚旘斸旔旔斿斾旂旓旍斾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敽斢旟旑旚旇斿旙旈旙敩旙旚斸斺旈旍旈旚旟敩斸旑斾斬灢旘斸旟斸旚灢
旚斿旑旛斸旚旈旓旑旔旘旓旔斿旘旚旟敭斄旔旔旍斝旓旍旟旐斢斻旈敩棽棸棻棻敩棻棻椆敤棾敥敽棻椂椃棾灢棻椂椄棽敭

斲棽棸斴暋斪斸旑旂斎敩斱旇斿旑旂斕敩斍旛旓斠敩斿旚斸旍敭斈斿旑斾旘旈旐斿旘灢斿旑旚旘斸旔旔斿斾旂旓旍斾
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斸旙旔旓旚斿旑旚旈斸旍斆斣斻旓旑旚旘斸旙旚斸旂斿旑旚旙旀旓旘斺旍旓旓斾旔旓旓旍旈旐斸灢
旂旈旑旂敭斘斸旑旓旙斻斸旍斿斠斿旙斕斿旚旚敩棽棸棻棽敩椃敤棻敥敽棻椆棸敭

斲棽棻斴暋王悍敩郭睿敩张贵祥敩等敭树状大分子修饰纳米金颗粒作为斆斣分

子探针的可行性初步研究敭中华生物医学工程杂志敩棽棸棻棸敾棻椂
敤棻敥敽棻棸灢棻棿敭

斲棽棽斴暋斪斸旑旂斎敩斱旇斿旑旂斕敩斝斿旑旂斆敩斿旚斸旍敭斆旓旐旔旛旚斿斾旚旓旐旓旂旘斸旔旇旟旈旐斸灢
旂旈旑旂旓旀斻斸旑斻斿旘斻斿旍旍旙旛旙旈旑旂斸斻斿旚旟旍斸旚斿斾斾斿旑斾旘旈旐斿旘灢斿旑旚旘斸旔旔斿斾斍旓旍斾
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敭斅旈旓旐斸旚斿旘旈斸旍旙敩棽棸棻棻敩棾棽敤棻棻敥敽棽椆椃椆灢棽椆椄椄敭

斲棽棾斴暋斈斿旙旇旔斸旑斾斿斘敩斘斿斿斾旍斿旙斄敩斪旈旍旍旐斸旑旑斒斔敭斖旓旍斿斻旛旍斸旘旛旍旚旘斸旙旓旛旑斾
旈旐斸旂旈旑旂敽斆旛旘旘斿旑旚旙旚斸旚旛旙斸旑斾旀旛旚旛旘斿斾旈旘斿斻旚旈旓旑旙敭斆旍旈旑 斠斸斾旈旓旍敩
棽棸棻棸敩椂椀敤椃敥敽椀椂椃灢椀椄棻敭

斲棽棿斴暋旜斸旑斔斸旙旚斿旘斿旑斢斏敩斆斸旐旔斺斿旍旍斢斒敩斢斿旘旘斿旙斢敩斿旚斸旍敭斍旍旟斻旓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灢
斻旍斿旙斸旍旍旓旝旔旘斿灢旙旟旐旔旚旓旐斸旚旈斻旈旑旜旈旜旓旈旐斸旂旈旑旂旓旀斺旘斸旈旑斾旈旙斿斸旙斿敭斝旘旓斻
斘斸旚旍斄斻斸斾斢斻旈斦斢斄敩棽棸棸椆敩棻棸椂敤棻敥敽棻椄灢棽棾敭

斲棽椀斴暋斢斻旇旐旈斿斾斿旘斄斎敩斆斸旘旛旚旇斿旘旙斢斈敩斱旇斸旑旂斎敩斿旚斸旍敭斣旇旘斿斿灢斾旈旐斿旑灢
旙旈旓旑斸旍斖斠 旐斸旔旔旈旑旂旓旀斸旑旂旈旓旂斿旑斿旙旈旙旝旈旚旇毩椀毬棻敤毩毻毬棾敥灢旚斸旘旂斿旚斿斾
旚旇斿旘斸旑旓旙旚旈斻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旈旑旚旇斿斖斈斄灢斖斅灢棿棾椀旞斿旑旓旂旘斸旀旚旐旓旛旙斿

暏棿棻棻暏 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棽棸棻棾年第棻棸卷第棽期暋斆旇旈旑斒斏旑旚斿旘旜斏旐斸旂旈旑旂斣旇斿旘棳棽棸棻棾棳斨旓旍棻棸棳斘旓棽



旐旓斾斿旍敭斊斄斢斉斅斒敩棽棸棸椄敩棽棽敤棻棽敥敽棿棻椃椆灢棿棻椄椆敭
斲棽椂斴暋斄旍旘旈斻斆敩斣斸旍斿斺斒敩斕斿斈旛斻斍敩斿旚斸旍敭斍斸斾旓旍旈旑旈旛旐斻旇斿旍斸旚斿斻旓斸旚斿斾

斍旓旍斾旑斸旑旓旔斸旘旚旈斻旍斿旙斸旙斻旓旑旚旘斸旙旚斸旂斿旑旚旙旀旓旘斺旓旚旇斬灢旘斸旟斻旓旐旔旛旚斿斾

旚旓旐旓旂旘斸旔旇旟斸旑斾旐斸旂旑斿旚旈斻旘斿旙旓旑斸旑斻斿旈旐斸旂旈旑旂敭斒斄旐斆旇斿旐斢旓斻敩
棽棸棸椄敩棻棾棸敤棻椄敥敽椀椆棸椄灢椀椆棻椀敭

斏旐斸旂旈旑旂旐斸旑旈旀斿旙旚斸旚旈旓旑旙旓旀斿旞旚斿旘旑斸旍斻斸旘旓旚旈斾斸旘旚斿旘旟斸旑斿旛旘旟旙旐
旝旈旚旇旚旇旘旓旐斺旛旙椇斆斸旙斿旘斿旔旓旘旚

颈外动脉瘤并血栓形成影像学表现棻例

张家荣
棬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儿科棳湖北 十堰暋棿棿棽棸棸棸棭

暋暋椲斔斿旟旝旓旘斾旙椵暋斄旑斿旛旘旟旙旐椈斣旇旘旓旐斺旓旙旈旙椈斆斸旘旓旚旈斾斸旘旚斿旘旈斿旙椈斦旍旚旘斸旙旓旑旓旂旘斸旔旇旟椈斄旑旂旈旓旂旘斸旔旇旟棳斾旈旂旈旚斸旍旙旛斺旚旘斸斻旚旈旓旑
暋暋椲关键词椵暋动脉瘤椈血栓形成椈颈动脉椈超声检查椈血管造影术棳数字减影

暋暋椲中图分类号椵暋斠椀棿棾灡椀椈斠棿棿椀暋椲文献标识码椵暋斅暋暋椲文章编号椵暋棻椂椃棽灢椄棿椃椀棬棽棸棻棾棭棸棽灢棸棻棻椀灢棸棻

椲作者简介椵张家荣棬棻椆椀椆暘棭棳女棳湖北郧县人棳本科棳副主任护师暎
斉灢旐斸旈旍椇斸旍旉旞旛旜椑旙旈旑斸棶斻旓旐
椲收稿日期椵棽棸棻棽灢棻棻灢棸椄暋暋椲修回日期椵棽棸棻棽灢棻棽灢棸棾

图棻暋颈外动脉瘤高频超声声像图暋颈外动脉起始段瘤样扩张并血栓形成暋棬斆斆斄椇颈总动脉椈
斉斆斄灢斄旑斿旛椇颈外动脉瘤棭暋暋图棽暋颈外动脉瘤高频超声声像图暋颈外动脉动脉瘤并血栓形成棳
血栓累及甲状腺上动脉近端棬箭棭暋棬斣旇旟灢斄椇甲状腺上动脉椈斄旑斿旛椇动脉瘤椈斆斆斄椇颈总动脉棭暋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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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暋颈外动脉瘤较罕见棳患者

可无明显症状棳或因颈部触及搏动性

肿块而就诊暎因动脉瘤内部血流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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