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颞下颌关节 MR冠状影像测量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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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颞下颌关节冠状面形态结构的关系。方法 　将福尔马林液浸泡 1 年以上的 ,能将下颌固定在

牙尖交错位的 15 具尸头的 28 侧 TMJ ,斜冠状位磁共振质子加权扫描 ,以下颌升支中线为基准 ,作相应测量。结果

　①横径由大到小排序为 :关节窝内外径、髁突内外径、关节窝内径、髁突内径、髁突外径、关节窝外径。②髁突外

径与关节窝外径间 ,髁突内径与关节窝内径间 ,髁突内外径和关节窝的内外径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③变异系数

关节窝外径大于髁突外径、内径大于其他横径。④关节间隙面积与关节盘断面面积正相关。结论 　颞下颌关节各

结构的冠状形态及大小具有高度协调性 ,髁突相对于关节窝的内外位置关系具有较大的变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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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MR imagine features of TMJ coronal structures.Methods 　28 TMJs from 15 cadav2
ers dipped in formalin over 1 year were included. Their mandibles were fixed at intercuspal position when TMJs oblique coronal MR

scan was taken. Baseline was draw on the oblique coronal imagining along the ramus of mandible through its center. The corre2
sponding dimensions and areas were measured with electronic ruler. Results 　 The dimensions were in accordance from large to

small as : lateral-medial dimension of fossa , lateral-medial dimension of condyle , medial dimension of fossa , medial dimension of

condyle , lateral dimension of condyle and lateral dimension of fossa. Three significant co- relative relationship were found : the lat2
eral dimension of condyle with lateral dimension of fossa , the medial dimension of condyle with medial dimension of fossa , and the

lateral-medial dimension of condyle with lateral-medial dimension of fossa. CV of lateral dimension of foss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lateral and medial dimension of condyle , and then all the three were higher than other dimensions. The size of the area of joint

space shown on oblique coronal imaginings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at of the area of coronal disc imaginings.Conclusion 　Sig2
nificant co-ordinate relationship of condyle and fossa of TMJ coronally was existed , and the condyle position to fossa lateral-medial2
ly varied in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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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颞下颌关节影像学研究的报道有许多 ,但是

传统的 X线检查 ,由于投照技术的限制 ,使得斜后前

位影像的研究报道较少。磁共振技术投照角度可以

任意选择 ,同时可显示硬、软组织影像 ,在颞下颌关节

的形态学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但是以往研究多

集中在矢状面或斜矢状面影像方面1 ～5 ,而有关其冠

状面或斜冠状面影像的研究却少有报道。本研究采

用磁共振影像手段 ,对颞下颌关节冠状面的结构关系

进行研究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 1 　材料

选择福尔马林液浸泡 1 年以上 ,能将下颌固定在

牙尖交错位的 15 具尸头的 28 侧 (2 具尸头各有 1 侧

关节缺损) 颞下颌关节 (tempor mandibular joint , TMJ )

为研究对象。尸头的年龄和性别不详。实验前 1 d

从福尔马林溶液中取出 ,自然晾干 ,备用。

1. 2 　投照方法

采用德国 Siemens 公司引进的 63-SP4000 型超导

磁共振仪 ,磁场强度 115 T ,使用小视野表面线圈 ,直

径 10 cm。双侧颞下颌关节分别扫描。首先采用

TPSE(turbo SE sequence with phase cycling) 获得轴位

T2WI图像 ,用于冠状位的定位 ,从轴位图像中选择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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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髁突的层面 ,进行质子加权扫描 : TR = 2000 ms ,

TE = 15 ms ,FOV = 130 ,层厚 3 mm ,间距因素 011 ,层数

10 ,采集信号次数 1 次 ,矩阵 192 ×256
6 。

1. 3 　测量标志点的确定

将 MR 摄影片以 800 像素精度扫描 ,在 Photoshop

软件环境下 ,选取能够完整显示髁突及其颈部影像的

斜冠状面层面 ,以目测法确定髁突颈部中心线 L ,然

后分别过髁突的内、外极 (P、R 点)作与L 平行的直线

U 和 V ,过关节窝外侧最突点 Q 作与 L 平行的直线

W ,连接髁突内外极 P、R 点 ,分别与直线 U、W、L、V

交于 P、Q、H、R 点 ,与关节窝内壁交于 S 点 ,与直线 L

形成内上方的交角 a (图 1) 。

图 1 　TMJ 斜冠状位片各测量指标示意图

Fig 1 　The measuring variables on oblique coronal MR imaging

1. 4 　测量指标

1. 4. 1 　骨性结构 　以电子测量尺测量以下指标 :髁

突内外径 (PR) ;关节窝内外径 (QS) ;髁突外径 ( PH) ;

髁突内径 (HR) ;关节窝外径 (QH) ;关节窝内径 (HS) 。

1. 4. 2 　面积测量 　图 1 中阴影部分为直线QP、RS及

髁突和关节窝骨质轮廓线所包含的区域的面积 ,是为

颞下颌关节的冠状间隙面积 ( S1 ) ;在关节冠状间隙

内 ,多数关节可以看到关节盘的影像 ,其面积设为

S2 。

1. 4. 3 　角度测量 　测量髁突长轴的冠状倾角 a

(图 1) 。

1. 5 　统计分析方法

对测量数据行配对 t 检验 , u 检验 ,直线相关分

析。

2 　结果

2. 1 　咬合情况

15 具尸头中 ,咬合关系基本正常者 4 具 (其中 1

具仅存留右侧颞下颌关节) ;前牙个别牙反　者 1 具 ,

前牙个别牙对刃者 1 具 ,左侧上颌第三磨牙因无对颌

牙而伸长者 1 具 ,重度磨耗者 1 具 ,其双侧后牙已呈

平面形 ,显得上牙弓宽度略小于下牙弓 ;缺牙者 7 具。

在 7 具缺牙者中 4 具伴有继发性咬合紊乱 7 ,8 ,1 具伴

有内倾型深覆　 (其左侧 TMJ 因临时性设备原因 ,未

作其冠状影像检查) ,1 具作了不良固定修复 (前牙) ,

1 具上颌牙全部缺如 ,仅存留少数下颌牙。

2. 2 　影像观察结果

本研究 15 具尸头中共获得 28 侧颞下颌关节的

冠状扫描图像 ,除 3 侧未见明显关节盘影像外 ,其余

25 侧 TMJ 均能得到 1～3 张关节骨性结构完整、关节

盘明确的冠状影像片 ,并显示关节盘位于髁突和关节

窝骨性结构影像之间 ,有一个与骨性关节面基本平行

的、总体趋势呈内外走行的、透光程度介于骨组织和

软组织之间的中度密度区 ,该结构与髁突及关节窝的

骨性关节面间 ,隔着一层类似软组织的高密度区 ,应

是关节软骨、关节间隙、关节液等所在部位。每关节

取结构完整、清晰度最好的 1 张进行观察和测量。

28 侧所检查的 TMJ 共同特点是 :髁突的骨性结

构呈圆梭形 ,内极较外极略突 ,从内到外髁突表面呈

连续、光滑的圆弧状 ,关节窝骨性结构形态与髁突较

为吻合 ,但关节间隙大小不一 ;25 侧能够显示关节盘

影像的片子上 ,见关节盘形态多样 ,可以是厚度均匀

或不均匀的长弧形、中央厚两端薄型、内侧厚外侧薄

或外侧厚内侧薄等形态 9 (图 2) 。

2. 3 　影像测量结果

25 侧颞下颌关节的冠状扫描图像片的测量结果

见表 1。从表 1 可见 : ①髁突和关节窝的内径、外径

及内外径之间 ,从大到小的排列顺序为 :关节窝内外

径 > 髁突内外径 > 关节窝内径 > 髁突内径 > 髁

突外径 > 关节窝外径 ,两两之间均有显著性差

异 ( P < 0105) 。②关节盘冠状影像面积为 (51116 ±

25173 ) mm2 。③关节冠状间隙面积为 ( 100188 ±

31176) mm2 。④髁突冠状倾角为 (90195 ±7128)°,接

近直角。⑤髁突内径与外径的长度之间未见明显相

关关系 ,关节窝内径与外径的长度之间呈明显负相关

关系 (r = - 01418 , P < 0105) ,但相关系数较小 ,实际

意义不大 ;髁突外径与关节窝外径之间 ,髁突内径与

关节窝内径之间 ,均存在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分别

为 r = 01575 , P < 0101 ,r = 01599 , P < 0101) ;髁突和

关节窝的内外径之间有明显正相关关系 ( r = 01686 ,

P < 0101) ;关节盘冠状面积与关节冠状间隙面积之

间有明显正相关关系 (r = 01689 , P < 0101) ,髁突内

外径与关节冠状间隙面积之间有明显正相关关系 ,但

相关系数很小 (r = 01387 , P < 0105) ,关节窝内外径

与关节冠状间隙面积之间未见明显相关关系 ( P >

0105) 。⑥变异系数 :关节窝外径的变异系数明显大

于关节窝内径、髁突内径和髁突外径 ,关节窝内外径

以及髁突内外径 ( P < 0105) ;髁突外径的变异系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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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大于关节窝内径、关节窝内外径和髁突内外

径 ( P < 0105) ,但与髁突内径无明显差别 ( P > 0105) 。

关节盘冠状断面面积变异系数明显大于关节冠状间

隙面积 ( P < 0101) 。髁突内外长轴角的变异系数很

小 (0108) 。

a : 厚度基本均匀的窄长形 ; 　b : 内侧厚外侧薄形 ;

c : 中央厚两端薄型 ; 　d : 厚度不均匀的长弧形

图 2 　不同形态的关节盘

Fig 2 　The different forms of articular disc

表 1 　25 侧颞下颌关节 MRI斜冠状位影像测量结果

Tab 1 　The measure result of 25 sides of TMJ MR Imaging

on oblique coronal section

测量部位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变异
系数

髁突 (mm) 　　内外径 　21. 38 3. 07 0. 54 　0. 14

　　　　　　内径 12. 63 2. 52 0. 45 0. 20

　　　　　　外径 8. 74 2. 18 0. 39 0. 25 3

关节窝 (mm) 　内外径 24. 45 3. 07 0. 54 0. 13

　　　　　　内径 17. 69 2. 59 0. 46 0. 15

　　　　　　外径 6. 76 3. 05 0. 54 0. 45 3

髁突长轴冠状角 (°) 90. 95 7. 28 1. 29 0. 08

关节冠状间隙面积 S1 (mm2) 100. 88 31. 76 5. 89 0. 04

关节盘冠状面积 S2 # (mm2) 51. 16 25. 73 4. 78 0. 53 33

3 P < 0. 05 , 33 P < 0. 01

3 　讨论

颞下颌关节内各结构间形态的协调性 ,对于维持

其正常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讨颞下颌

关节冠状面上各结构的关系 ,限于样本特点 ,影响关

节结构关系的可能因素 ,例如性别、年龄、临床状况等

情况 ,不属于本研究讨论范围。本研究通过尸体标本

的研究结果表明 : ①髁突内外径与关节窝的内外径密

切相关 ,说明从整体上讲 ,在每一个个体中 ,髁突和关

节窝之间存在明显的大小、形态相似性。②本研究中

关节窝外径的大小是依据髁突长轴所确定的 ,变异系

数比较结果可见 ,关节窝外径变异最大 ,也就是说髁

突中轴线相对于关节窝的位置变异最大 ,髁突相对于

关节窝的内外位置关系差异很大。由于关节窝位于

颅底 ,内外向改建的余地有限 ,而位于下颌骨顶部的

髁突 ,可以下颌升支为中心向内、向外作一定的幅度

的形态改建 10
,笔者认为这可能就是颞下颌关节为

适应功能需要而进行改建的重要形式。③关节间隙

面积与髁突内外径相关性很小 ,同时与关节窝内外径

无明显相关性 ,因此 ,关节间隙面积可能主要受关节

间隙的垂直向距离影响 ,髁突和关节窝在牙尖交错位

时形成的骨性间隙与关节盘截面积密切相关 ,也就是

说 ,虽然从理论上讲 ,冠状断面上的影像成分包括了

软骨层、疏松结缔组织层等 ,但关节盘还是占据了重

要的容积比例。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 ,不易作进一

步分组比较 ,但笔者的另一项研究表明 ,关节盘内外

方向上的形态特征与髁突内外方向上的形态特征密

切相关 10 ,因此关节盘在协调关节窝和髁突之间大

小和形态差异方面 ,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时与髁

突一样 ,关节盘也表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 11
,在依据

(下转第 4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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钝性分离至脓腔 ,术中应解剖层次清晰 ,同时切口应

足够长 ,以便视野清楚 ,能绝对保护颈鞘内重要结构。

手术时如寻找脓腔有困难可作脓腔穿刺 ,沿穿刺针方

向切开、分离。急性咽后脓肿采用咽后壁切开排脓 ,

并作好气管切开及预防窒息的准备。患者取仰卧头

低位 ,切开前必须先穿刺 ,以防误切咽后动脉而导致

严重后果 ,同时穿刺能减轻脓腔压力 ,防止脓液外溢

过猛引起窒息。切口一般长 1 cm、切开后再用血管

钳扩大 ,在吸尽脓液、查无出血才可撤掉开口器或喉

镜 ,术中切忌动作粗暴。对有严重呼吸困难者 ,可考

虑先行气管切开。

本研究 46 例颈深部感染伴脓腔积气患者的脓液

细菌培养结果为需氧菌和厌氧菌或兼性厌氧菌的混

合性感染。需氧菌和兼性厌氧菌则是以链球菌为多。

脓液培养与高热时血培养检测到的细菌属一致 ,感染

的细菌属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消化球菌、消化链球菌以及大肠杆菌、绿脓杆菌、肺炎

双球菌、产气杆菌、假单包杆菌、脆弱类杆菌、梭形杆

菌、真菌等 ,产气荚膜杆菌未查见。46 例患者中 32

例患者入院前已行不规范抗炎治疗 ,其中大多数患者

产生了感染细菌的耐药性。

笔者认为患者脓腔积气的可能原因为 : ①咽旁间

隙及与之相连的颈部脓腔因咽部黏膜表面化脓破溃 ,

脓腔随不断的吞咽运动而致脓腔内积气。②由于脓

腔内产气菌的作用形成脓气肿。③如果有颈胸部联

合感染 ,颈部脓气肿是脓气胸的颈部表现 5 ～7 。

总之 ,颈深部感染是常见的感染性疾病 ,但伴有

严重坏死性感染及脓腔内积气的患者 ,可能面临更为

严重的潜在危险 ,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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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盘相对于髁突位置和形态关系作出关节盘移位

诊断时 ,应充分考虑这种解剖学变异产生的影响。

④髁突外径明显大于关节窝外径 ,说明髁突通常在关

节窝的外侧缘之外 ,亦即髁突外极附近实际上并没有

与关节窝相对应。这种解剖学特点有何功能意义 ,值

得探讨。

总之笔者认为颞下颌关节各结构的冠状形态及

大小具有高度协调性 ,髁突相对于关节窝的内外位置

关系具有较大的变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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