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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定位中晚孕期胎儿脊髓圆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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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摘暋要椵暋目的暋评估超声成像定位胎儿脊髓圆锥的价值暎方法暋采用二维及三维超声检查棿棾椄胎正常胎儿腰骶部及

脊髓圆锥棳中孕组棬棽棸棲椂暙棽椂棲棽周棭棽椂棻胎棳晚孕组 棬棽椆棲棽暙棿棸棲棾周棭棻椃椃胎棳记录脊髓圆锥位置棳分析不同孕期胎儿脊髓位置

的差异椈跟踪检查其中的椂棻胎作为对照观察组棳观察胎儿中孕期及晚孕期脊髓圆锥位置暎结果暋中孕组胎儿脊髓圆锥下

缘止于斕棽暙棾灡 棳晚孕组胎儿脊髓圆锥下缘止于斕棻暙棾棳较中孕组平均上移棸灡椂椂个椎体棬 椉棸灡棸棸棻棭暎对照观察组椂棻胎棳
晚孕期胎儿圆锥位置较中孕期平均上移棸灡椄椆个椎体棬 椉棸灡棸棸棻棭暎结论暋胎儿脊髓圆锥随孕周增加而上移椈三维超声能

准确定位中孕期胎儿脊髓圆锥位置暎
椲关键词椵暋胎儿椈脊髓椈超声检查棳产前

椲中图分类号椵暋斠椃棻棿灡棻椈斠棿棿灡棻暋椲文献标识码椵暋斄暋暋椲文章编号椵暋棻棸棸棾灢棾棽椄椆棬棽棸棻棾棭棸灢棸椃椃椆灢棸棿

椲作者简介椵胡海云棬棻椆椂椆暘棭棳女棳河北保定人棳学士棳主治医师暎研究方

向椇产前超声诊断暎斉灢旐斸旈旍椇旀旞旙旙旇椑旇旓旚旐斸旈旍棶斻旓旐
椲通讯作者椵张蒂荣棳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超声科棳棻椄棸棾椂暎
斉灢旐斸旈旍椇旡旇斸旑旂斾旈棻椂棻椂椑棻棽椂灡斻旓旐
椲收稿日期椵棽棸棻棽灢棸椆灢棸 暋暋椲修回日期椵棽棸棻棽灢棻棽灢棻

暋暋通过实时二维超声检查及三维超声重建棳观察中

晚孕期胎儿脊椎暍脊髓的生长及脊髓圆锥位置随孕周

发展逐渐上移情况棳评估三维超声成像定位胎儿脊髓

圆锥位置的价值暎
棻暋资料与方法

棻灡棻 一般资料暋选取棽棸棻棸年棽月暘棽棸棻棽年棻月在我

院门诊接受常规超声检查正常单胎胎儿棿棾椄胎棳分为

中孕组和晚孕组椈中孕组棽椂棻胎棳孕龄棽棸棲椂暙棽椂棲棽周棳
平 均 棬棽棾灡棻椄暲棸灡椄 棭周 棳孕 妇 年 龄棻椆暙棿棻岁 棳平 均

暏椆椃椃暏中国医学影像技术棽棸棻棾年第棽椆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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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棳斨旓旍棽椆棳斘旓



图棻暋脊柱正中矢状面暋显示强回声的椎体及低回声的脊髓暎斄棶根据腰骶关节定位腰椎暍骶椎

顺序棳并用数字标记棳圆锥位于斕棾锥体椈斅棶根据腰骶关节定位腰椎顺序棳数字标记腰椎顺序棳箭
示脊髓圆锥末端位于斕棽暙棾之间

图棽暋脊柱三维成像冠状面脊椎横突层面暋显示部分肋骨暍腰椎及骶椎棳根据第棻棽肋计算腰椎顺序棳并用

数字标记暋暋图棾暋脊柱三维成像冠状面暋较厚的取样层面棳显示部分肋骨暍胸椎下段及腰椎暍骶椎椈该层

面同时显示脊椎的椎体及横突棾个骨化中心暋暋图棿暋脊椎三维表面成像模式正中矢状面暋充分显示低

回声的脊髓圆锥末端及椎体椈根据腰骶关节计算腰椎顺序棳并用数字标记棳显示圆锥末端位

棬棽椆灡椃暲棿灡椂棭岁椈晚孕组棻椃椃胎棳
孕 龄 棽椆棲棽 暙 棿棸棲棾 周棳平 均

棬棾棾灡棸棸暲棽灡棾棸棭周棳孕 妇 年 龄

棽棸暙棿棾岁棳平均棬棽椆灡棸暲棾灡椆棭岁椈
为消除组间差异棳跟踪检查其中

的椂棻胎棳作为对照观察组棳对比

胎儿在中孕期和晚孕期脊髓圆锥

位置变化棳中 孕期孕 龄 棽棻棲棿 暙
棽棿棲棿周棳平均棬棽棾灡棸 暲棸灡椄棽棭周棳
晚孕期孕龄棾棸棲棿暙棾椄棲 周棳平均

棬棾棾灡棾棻暲棻灡椆棸棭周棳孕妇年龄棽棽
暙棿棾 岁棳平均 棬棽椆灡椃暲棿灡 棭岁暎
所有胎儿无明显畸形暎对中孕期和晚孕期胎儿根据孕

妇末次月经及超声测量确定胎龄棳末次月经不详者根

据超声测量确定胎龄暎
棻灡棽 仪器与方法 暋 采用 斝旇旈旍旈旔旙旈斦棽棽暍斍斉椃棾棸暍斍斉
斨旓旍旛旙旈旓旑斉椄超声仪棳探头频率棽暙椂斖斎旡暎二维超声

检查椇对所有胎儿均常规检查颅内结构棳测量双顶径暍
头围暍小脑横径暍侧脑室后角及后颅窝池大小棳侧脑室

后角内径正常应椉棻棸旐旐棳后颅窝池正常为棽暙椆旐旐椈
在胎儿俯卧位或侧俯卧位时沿脊柱长轴棳自头部至骶

尾部连续扫查棳在正中矢状面椎体切面棳显示椎管内圆

柱状低回声的脊髓自枕骨大孔开始棳延续至骶部椈记录

略呈暟鼠尾状暠的脊髓圆锥棳同时显示硬脊膜暍稍高回声

的马尾及无回声的终池结构棳通过成角的腰骶关节定

位锥体序列椲棻椵棳足侧为斢棻棳头侧为 斕 棳定位脊髓圆锥

位置棬图棻棭暎全程辅以冠状面及横断面扫查暎
暋暋中孕组棽椂棻胎中棳对椆椄胎进行脊柱腰骶部三维超

声检查棳采用表面成像模式及骨骼成像模式棳完整显示

胸椎下段及腰骶部椎体棳显示椎体及脊椎横突骨化中

心及皮肤表面暎在长轴冠状面棳分别截取皮肤层面暍椎
体层面暍横突层面及椎体横突同时显示层面的三维图

像棬图棽暍棾棭棳根据第棻棽胸椎与第棻棽肋骨相连的解剖

关系棳从头侧向足侧计数腰椎及骶椎椎体椈然后旋转图

像棳在同一取样容积的正中矢状面椎体层面棳充分显示

低回声的脊髓圆锥下缘及强回声的腰椎暍骶椎暎根据

腰骶关节从足侧向头侧计数椎体顺序棳与冠状面椎体

顺序对照棳定位脊髓圆锥位置棬图棿棭棳并与二维图像进

行对照暎
暋暋因晚孕期胎儿较大棳羊膜腔空间相对狭小棳三维成

像效果不佳棳故对晚孕组

胎儿全部采用二维超声成

像暎
棻灡棾 胎儿椎体定位暋将

斕棻暙 定义为棻暍棽暍棾暍棿暍
棳斣棻棽定义为棸棳斢棻定义

为椂棳椎间盘定义为棸灡 棳
圆锥位置用与其对应的椎

体数字代表棳如圆锥末端

位于斕棽椎体时标记为棽棳
位于 斕棽与 斕棾之间时标

记为棽灡 棳以此类推暎
棻灡棿 统计学方法暋采用

斢斝斢斢棻椃灡棸 统 计 分 析 软

件暎对中孕组与晚孕组圆

锥位置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检验椈对对照观察组椂棻

暏棸椄椃暏 中国医学影像技术棽棸棻棾年第棽椆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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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棳斨旓旍棽椆棳斘旓



胎中孕期和晚孕期数据进行成对样本 检验椈 椉棸灡棸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暎
棽暋结果

暋暋接受三维超声检查的椆椄胎中棳椃椂胎获得清晰的

三维图像棳余棽棽胎因体位关系棳三维图像不满意暎

表棻暋胎儿孕周与脊髓圆锥位置关系棬胎棭
孕周

圆锥位置

棻 棻灡 棽 棽灡 棾 棾灡
棽棸暙棽棸棲椂 棸 棸 棸 棸 棸 棻
棽棻暙棽棻棲椂 棸 棸 棻 棽 棿 棾
棽棽暙棽棽棲椂 棸 棸 棻棽 棽 棽椆 棽
棽棾暙棽棾棲椂 棸 棸 棾棽 棿椄 棾棻 棸
棽棿暙棽棿棲椂 棸 棸 棻椃 棻棸 椂 棸
棽 暙棽 棲椂 棸 棸 椃 棽 棻 棸
棽椂暙棽椂棲椂 棸 棸 棸 棻 棸 棸
棽椃暙棽椃棲椂 棸 棸 棸 棸 棸 棸
棽椄暙棽椄棲椂 棸 棸 棻 棸 棸 棸
棽椆暙棽椆棲椂 棻 棸 棸 棸 棸
棾棸暙棾棸棲椂 棻 棸 棻棻 棸 棻 棸
棾棻暙棾棻棲椂 棾 棻 棻棽 棸 棻 棸
棾棽暙棾棽棲椂 棻棸 椃 棽椆 棽 棽 棸
棾棾暙棾棾棲椂 棾 椂 棽棽 椂 棻 棸
棾棿暙棾棿棲椂 椂 棽 棻棽 棻 棻 棸
棾 暙棾 棲椂 棽 棽 棸 棸 棸 棸
棾椂暙棾椂棲椂 棸 棸 棸 棸 棸
棾椃暙棾椃棲椂 棸 棸 椄 棽 棻 棸
棾椄暙棾椄棲椂 棻 棸 棾 棸 棸 棸
棾椆暙棾椆棲椂 棻 棸 棾 棸 棸 棸
棿棸暙棿棸棲椂 棸 棸 棻 棸 棻 棸

合计 棽椄 棻椄 棻椄棻 棻棽椂 椃椆 椂
暋注椇脊髓圆锥位置棻暍棻灡 暍棽暍棽灡 暍棾暍棾灡 分别代表斕棻暍斕棻和斕棽之间暍
斕棽暍斕棽和斕棾之间暍斕棾暍斕棾和斕棿之间

暋暋中孕组胎儿脊髓圆锥下缘止于 斕棽暙棾灡 棳平均位

置位于斕棬棽灡棾暲棸灡棿棸棭椎体椈晚孕组胎儿脊髓圆锥下

缘止于斕棻暙棾棳平均位置位于斕棬棻灡椄椃暲棸灡棿椃棭椎体棬表
棻棭暎对照观察组椂棻胎中棳中孕期胎儿平均圆锥下缘止

于斕棽暙棾灡 棳平均位置位于斕棬棽灡椃棽暲棸灡棿 棭腰椎椎体棳
晚孕期胎儿平均脊髓圆锥下缘下缘止于 斕棻暙棾棳平均

位置位于斕棬棻灡椄棾暲棸灡棿棻棭椎体暎晚孕组胎儿平均圆锥

位置较中孕组胎儿平均脊髓圆锥位置平均上移棸灡椂椂
个椎体棳椆 棩可信区间棸灡椃暙棸灡椃棿棬 椉棸灡棸棸棻棭暎对照

观察组晚孕期胎儿平均圆锥位置较中孕期胎儿平均脊

髓圆锥位置平均上移 棸灡椄椆 个椎体棳椆 棩 可信区间

棸灡椆椃暙棸灡椄棻棬 椉棸灡棸棸棻棭暎
棾暋讨论

暋暋作为胎儿脊髓检查的首选方法棳超声可以详细观

察胎儿脊髓末端的形态结构棳并以成角的腰骶关节作

为定位脊椎顺序及脊髓圆锥位置的标志椲棻椵暎孙克明

等椲棽椵指出棳胎儿发育期间棳随孕周增加棳胎儿脊髓圆锥

位置逐渐上移椈在胚胎早期棳脊髓充满整个椎管棳棻棾暙
棻椄周胎儿脊髓末端位于 斕棿或更低水平椈棽棻周后脊髓

圆锥上升至斕棾水平棳晚孕期到足月出生脊髓圆锥一

般高于斕棾水平暎确定胎儿脊髓圆锥位置可以评估胎

儿神经系统及脊柱发育情况棳早期发现脊髓及脊柱先

天性病变棳指导确定新生儿腰椎穿刺位置椲棻灢椃椵暎本研究

通过追踪比较中暍晚孕期胎儿脊髓圆锥位置棳初步确定

了不同孕周正常脊髓圆锥的位置范围棳量化了脊髓圆

锥上升过程棳即随着孕周的增加棳脊髓圆锥位置逐渐上

移棳中孕期棽棸周后正常胎儿脊髓圆锥不应低于斕棿棳晚
孕期棽椄周后胎儿脊髓圆锥位置不应低于斕棾暎
暋暋在二维超声检查中棳因第棻棽肋骨不能与脊髓圆锥

在同一切面同时显示棳所以通常用成角的腰骶关节定

位脊椎顺序及圆锥位置椈但在一些椎体发育异常或缺

失的情况下棳或因胎儿体位而不能很好显示腰骶关节

时棳较难定位脊髓圆锥位置暎三维超声成像可以清晰

显示脊柱连续的结构信息椲棳椄灢椆椵棳不受脊柱生理弯曲的

影响棳能够完整显示自肋骨到脊柱末端的全部腰椎暍骶
椎棳并可多平面观察椎体结构暎本研究中棳通过三维超

声成像棳在冠状面同时显示肋骨及腰椎暍骶椎棳通过第

棻棽肋与脊柱的连接关系显示脊柱的完整排列棳定位腰

椎暍骶椎顺序椈在正中矢状面椎体层面棳同时显示脊髓

圆锥下缘及腰椎暍骶椎椎体棳定位脊髓圆锥位置暎本研

究结果显示棳采用三维超声成像棳可以通过第棻棽肋与

脊柱的固定连接更精确地定位脊椎顺序椈表面成像模

式能比骨骼成像模式更好地显示脊髓圆锥和脊髓与锥

体相互的位置关系棳更完整清晰地显示皮肤表面的连

续完整性棳排除胎儿腰骶部暍特别是中线部位皮肤表面

异常结构暎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棳对中孕期胎儿均可

采集到满意的脊椎三维图像暎
暋暋脊髓栓系综合征棬旚斿旚旇斿旘斿斾斻旓旘斾旙旟旑斾旘旓旐斿棳斣斆斢棭
是由 脊 髓 低 位 而 引 起 的 神 经 损 伤 及 相 应 功 能 障

碍椲棽棳棻棸灢棻棾椵暎明确胎儿脊髓圆锥正常位置范围有利于在

产前 发 现 脊 髓 低 位棳评 估 出 生 后 发 生 斣斆斢 的 风

险椲椃棳棻棾椵暎本组数据显示棳胎儿脊髓圆锥位置随着孕周

增加而逐步上升棳中孕期孕棽棸周后胎儿脊髓圆锥低于

斕棿棳晚孕期孕棽椄脊髓圆锥位置低于 斕棾棳但需跟踪检

查棳除外 斣斆斢可能暎
暋暋综上所述棳中晚孕期脊髓圆锥检查有助于了解胎

儿脊柱及神经系统发育暎三维超声能更精确地显示脊

柱及脊髓结构及其相互位置关系暎建议在中晚孕超声

暏棻椄椃暏中国医学影像技术棽棸棻棾年第棽椆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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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棳斨旓旍棽椆棳斘旓



检查时常规检查脊髓圆锥位置棳并以脊柱长轴矢状面

脊髓圆锥图像作为中晚孕期的常规检查切面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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