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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对鼻内泪囊鼻腔造口术相关结构的冠状切面进行断层解剖研究,为临床提供解剖学依据。方

法:提取创建的头部冠状切面图像数据集中含泪囊和鼻泪管结构的图像,对左侧泪囊、鼻泪管及毗邻结构的形态、
空间相互位置关系进行连续断层解剖学观察,对重要部位微细结构断面进行测量。结果:不同断面的图像可以精

准呈现泪囊、鼻泪管和其毗邻结构的原位形态及相互位置关系。泪囊内侧壁最薄1.2mm,外侧壁最薄0.6mm,
外侧壁内腔面有一高度为2.3mm 的纵行皱襞。膜性鼻泪管内侧壁厚(1.97±0.47)mm,外侧壁厚　(1.52±
0.17)mm,膜性管腔横径(1.78±0.12)mm;骨性鼻泪管内侧壁最薄处0.30mm,外侧壁最薄处0.15mm,骨性

管腔横径(5.50±0.12)mm;膜性管腔截面积与骨性管腔截面积之比为(13.5±2.9)%。结论:高精度冠状位头

部切面图像数据集可用于泪囊、鼻泪管及毗邻结构的断层解剖学研究,可用于微细结构的断面解剖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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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studycoronalplaneofdacryocystorhinostomyrelatedstructuresforclinicalpractice.
Method:Extractedimagesconcludinglacrimalsacandnasolacrimalcanalinformationfromheadcoronalsectional
imagingdata-setwecreated.Observedshapeandlocationoftheleftlacrimalsac,nasolacrimalcanal,andsur-
roundingstructures.Measureddetailsoftheimportantportion.Result:Imagesofdifferentlayershowtheshape
andlocativerelationshipofthelacrimalsac,nasolacrimalcanal,andsurroundingstructuresprecisely.Thethin-
nestthicknessofmedialwallandlateralwallofthelacrimalsacis1.2mmand0.6mm.Thereisa2.3mmhigh
longitudinalfoldonthelateralwall.Thethicknessofmedialwallandlateralwallofmembranousnasolacrimalca-
nalis(1.97±0.47)mmand(1.52±0.17)mm.Transversediameterofmembranousnasolacrimalcanalis(1.78±
0.12)mm.Thethinnestthicknessofmedialwallandlateralwallofbonynasolacrimalcanalis0.30 mmand
0.15mm.Transversediameterofbonynasolacrimalcanalis(5.50±0.12)mm.Theproportionofcross-membra-
nousnasolacrimalcanalsectionalareainbonynasolacrimalcanalsectionalareais(13.5±2.9)%.Conclusion:

Headcoronalsectionalimagingdata-setwithhighprecisioncanbeusedforsectionalanatomicalstudyofthelacri-
malsac,nasolacrimalcanalandsurroundingstructuresandmeasurementof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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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内泪囊鼻腔造口术是目前临床治疗阻塞性

泪道疾病的常用术式。泪囊和鼻泪管是位于眶鼻

之间走行于鼻腔外侧壁中泪液排出的狭窄通道,部
位隐蔽,解剖结构层次复杂堆叠,难以直视该部区

域的内部结构,难以理解相互空间关系,给医生特

别是年轻医生带来鼻内泪囊鼻腔造口术鼻内定位及

定向的困难。本研究提取高精度头部冠状切面图像

数据集中含泪囊和鼻泪管的图像进行连续断层解剖

学观察和测量,以期为临床提供断层解剖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图像来源

图像资料来自本课题组所创建的人头部冠状

切面图像数据集〔1〕。该图像数据集采用新鲜遗体

尸头,利用数字铣切技术,冠状位由前向后逐层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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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逐层采集图像,部分图像间隔30μm,部分图像

间隔60μm,图像分辨率为2210万像素,获取图

像3854幅。由于标本制作过程中脑组织疝入右

侧眶内,挤压右侧泪囊有少许变形,故本研究对左

侧泪囊和鼻泪管以及毗邻组织结构的冠状切面断

层图像进行连续解剖学观察分析。
1.2　结构断面图像观察

主要对泪囊和鼻泪管及毗邻结构的形态、毗邻

关系等进行连续观察。本研究采用的图像数据集

图像分辨率较高,切削精度达微米级,所提取的图

像在计算机屏幕上可以根据需要对局部组织结构

进行放大,可清晰观察相关部位的微细结构断面解

剖形态,而且各结构均保持原位状态,无移位、无变

形,精确呈现某一冠状断面不同结构的空间分布定

位和毗邻位置关系。本研究所采用数据集为头部

冠状切面图像,而鼻腔外侧壁为矢状走行,因此,可
以清晰地连续观察泪囊、鼻泪管及二者内外侧毗邻

结构的断层解剖形态;由于泪囊和鼻泪管的走向为

向下,稍向后,因此,部分图像包括泪囊和鼻泪管重

要部位的完整断面,也可以清晰观察二者前后方毗

邻结构的断层解剖形态。
1.3　结构分析测量

数据集每幅图像均有比例尺,使用ImageJ软

件测量重要结构的厚薄与长度数据。鉴于图像为

冠状位切面,与矢状位走向的结构相垂直,故拟测

量泪囊内侧壁(鼻侧)、外侧壁(眶面)的厚度。测量

膜性鼻泪管内侧壁(鼻腔侧)和外侧壁(上颌窦侧)
厚度及二者最大间距(膜性管腔横径),测量骨性鼻

泪管内侧壁(鼻腔侧)和外侧壁(与上颌窦内侧壁共

用骨壁)最薄处的骨壁厚度及二者最大间距(骨性

管腔横径)。由于管状结构其截面的内腔截面积与

外周截面积之比不受切面角度的影响,拟测量膜性

鼻泪管管腔截面积和骨性鼻泪管管腔截面(即膜性

鼻泪管外周截面)积之比。
2　结果

2.1　断层解剖学观察

2.1.1　泪囊断层解剖观察　图1显示泪囊前上部

切面,该部位泪囊内侧以上颌骨额突为隔与鼻丘气

房、额隐窝和鼻腔为邻,下方以上颌窦上壁为隔与

上颌窦为邻;该部位囊腔壁尚平整、厚薄均匀。图

2显示,该处泪囊内后方以泪骨相隔与筛漏斗为

邻,下方与上颌窦为邻,内侧以上颌骨额突相隔与

鼻腔为邻;泪囊壁的厚度并非均匀一致,外侧壁(眶
面)内腔面局部有皱襞状隆起,连续图像分析为自

上而下的纵行皱襞。
2.1.2　鼻泪管断层解剖观察　图3为一鼻泪管段

的切面图像,因切削角度关系显示为椭圆形面,测
量该椭圆形的长径为11.7mm,由于一般男性鼻泪

管长度为(16.73±2.22)mm〔2〕,因此,此切面为上

端约70%左右长度鼻泪管的斜截面。图像显示鼻

泪管内侧以上颌骨额突相隔与鼻腔为邻,外侧与上

颌窦共用骨壁与上颌窦为邻,此段骨壁很薄,后方

以泪骨相隔与筛漏斗为邻;上颌骨额突环绕构成了

骨性鼻泪管的大部,泪骨构成骨性鼻泪管的后部;
该段膜性鼻泪管的内侧壁看起来较外侧壁厚。

图4为鼻泪管下口部位切面图像,图像清晰显

示下口附近的下鼻甲,外侧较薄的上颌窦内侧壁,
后部较薄的泪骨及与之相接的钩突,清晰显示泪骨

后方的筛漏斗及筛窦开口,清晰显示中鼻甲与钩

突、筛泡在此切面的毗邻位置。
2.2　相关结构测量

2.2.1　泪囊断面结构测量　由于泪囊腔壁不平

整,囊壁厚薄不一,外侧壁有皱襞样隆起,拟测量其

最薄处 和 皱 襞 处 (最 厚 处)的 囊 壁 厚 度。每 间

隔0.3mm提取一张图像,共提取5张图像进行测

量。结果显示,泪囊内侧壁最薄处厚度为1.2mm,
外侧壁最薄处厚度为0.6mm,外侧壁皱襞最隆起

处高度为2.3mm。
2.2.2　鼻泪管断面结构测量　自鼻泪管上口至鼻

泪管下口,约间隔0.51mm 等间距提取含完整鼻

泪管截面的图像10张进行测量分析。结果显示,
膜性鼻泪管内侧壁厚度(1.97±0.47)mm,外侧壁

厚度(1.52±0.17)mm,膜性管腔横径(1.78±
0.12)mm;骨 性 鼻 泪 管 内 侧 壁 最 薄 处 厚 度

为0.30mm,骨 性 鼻 泪 管 外 侧 壁 最 薄 处 厚

为0.15mm,骨性管腔横径(5.50±0.05)mm。

图1、2　泪囊断层解剖观察;　图3、4　鼻泪管断层解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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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图像中骨性鼻泪管管腔截面和膜性鼻泪管

内腔截面进行分割,采用Photoshop软件分别测量

二者面积对应的像素数,利用像素数之比计算膜性

管腔截面积和骨性管腔截面积之比为 (13.5±
2.9)%。见表1。

表1　相关结构测量

测量

结构

膜性鼻泪

管内侧壁

厚度/mm

膜性鼻泪

管外侧壁

厚度/mm

膜性管

腔横径

/mm

骨性管

腔横径

/mm

膜性管腔截面

积和骨性管腔

截面积之比/%

1 1.5 1.8 1.7 5.5 13.4

2 1.4 1.8 1.7 5.5 16.3

3 1.7 1.6 1.9 5.6 14.1

4 1.9 1.4 1.9 5.5 14.6

5 1.7 1.3 1.9 5.4 16.3

6 1.9 1.4 1.9 5.5 17.2

7 2.0 1.5 1.8 5.5 13.7

8 2.3 1.4 1.6 5.5 12.3

9 2.3 1.5 1.8 5.5 9.4

10 3.0 1.5 1.6 5.5 8.2

3　讨论

对泪囊、鼻泪管及毗邻结构的空间位置解剖关

系的精准理解和熟悉,是提高鼻内泪囊鼻腔造口术

成功率,同时也是避免上颌窦手术损伤鼻泪管的关

键所在。目前,对泪囊和鼻泪管的临床解剖研究一

般采用大体解剖观察和高分辨率 CT 图像三维图

像重建研究〔3-5〕。但是,大体解剖学研究过程会破

坏泪囊、鼻泪管与其周边不同结构之间的空间解剖

关系,高分辨率 CT 图像也无法精确显示泪囊、膜
性鼻泪管等软组织结构的微细解剖形态。本研究

所用的头部断层图像数据集,切削厚度达微米级,
图像分辨率达2210万像素,图像在计算机屏幕上

放大后,可以连续清晰地观察、分析、测量泪囊、鼻
泪管与其周边重要结构的空间位置关系、原位解剖

形态、微细结构解剖学数据,包括骨结构和膜结构,
弥补了大体解剖学方法和 CT 图像三维重建研究

的不足。
连续图像显示了泪囊的断面形态,观察到囊壁

厚薄并不均匀,特别是泪囊外侧壁局部有皱襞样由

上向下的纵行隆起突入腔内,最隆起处厚2.3mm,
而外侧壁最薄处仅为0.6mm,泪总管开口于外侧

壁,这样的腔壁结构有利于泪液的向下引流。泪囊

内侧壁虽然厚度不均匀,但没有观察到明显的皱襞

形成。图像清楚显示了泪囊前上部与鼻丘气房、额
隐窝、上颌窦内上角和前筛房的空间毗邻位置。连

续图像显示了泪囊窝泪骨与筛漏斗的毗邻关系,显
示了泪囊的眶面与眶内结构的毗邻关系,也可供鼻

外进路泪囊鼻腔造口术的解剖学参考。部分连续

图像显示了鼻泪管由后上向前下的斜切面形态。
由于膜性鼻泪管附于骨性管腔壁,因此,膜性管腔

形态在正常情况下是固定不变的,图像显示骨性管

腔和膜性管腔切面均呈近椭圆形,膜性管腔内面较

为平整,没有明显的局部隆起。本研究标本膜性管

腔与骨性管腔切面面积之比为(13.5±2.9)%,膜
性管腔切面与骨性管腔的切面面积之比间接反映

了二者管腔的容积之比。
本研究测量骨性鼻泪管内侧壁最薄处厚度为

0.3mm,骨性鼻泪管外侧壁(与上颌窦内壁共用骨

壁)最薄处厚为0.15mm,骨壁较薄,提示在鼻腔和

上颌窦手术时应避免损伤鼻泪管。
美国、韩国和中国采用水平位铣切先后创建了

人体全身的水平位切面图像数据集〔6〕。由于人体

切面图像数据集制作过程复杂漫长,耗费巨大的人

力和物力,到目前为止国内外也只创建了有限的数

个人体切面图像数据集。本研究所用的冠状位头

部切面图像数据集,是目前国内外唯一一套高精度

冠状位头部切面图像数据集,采用精密机床铣切标

本,切削精度达微米级,像素2210万,不间断操

作,耗时270h完成。因此,高精度人体切面图像

数据集制作难以批量多标本制作,导致其图像数据

对比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所得数据只是

该头部标本的左侧泪囊、鼻泪管及毗邻结构数据,
仅供临床解剖学参考。但是,高质量的超薄断层图

像可清晰显示不同部位微细器官结构的定位、形态

和空间相对位置,对于临床断层解剖研究有较高的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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