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血管内治疗越来越复杂化、高度化，因此需要一个可实现降低辐射、削减造影剂、缩短检查时间的

血管造影系统。我公司的最新血管造影系统“Trinias series”具备了实现微创治疗的各种功能。

此次我们将着眼于各种功能在脑血管内治疗中的活用，分两次介绍福冈辉荣会医院的实践情况。

  1  虚拟支架功能的活用

该医院在进行颈动脉支架留置术（下称 CAS）时，灵活使用了虚拟支架功能。

虚拟支架功能是指通过输入设想支架的尺寸（长度、口径），在 3D 图像上的血

管中显示出假想支架的功能。不同于仅进行单纯的测量，可直观地确认支架的

留置位置及留置后的覆盖范围（Fig.1）。

此外，该医院不仅在 CAS 中活用本功能，还对脑动脉瘤的支架辅助弹簧圈

栓塞术中活用本功能寄予厚望（Fig.2）。在本治疗中，支架能否充分覆盖瘤的颈

部至关重要，而虚拟支架能够对此进行直观的确认。受到了高度评价：屈曲部

位留置支架，会出现缩短现象，但通过虚拟支架可进行直观的确认，优势非常

明显。

  2  血管测量功能的活用

对颈动脉狭窄症及脑动脉瘤等头颈部血管疾病进行治疗时，很多情况下必

须测量多个部位的血管径及距离。

通常，这些大多采用比较简单的距离测量功能进行测量，但是该医院特别

是进行 CAS 时活用了 SCORE 3D Workstation 的血管测量功能。本功能是一种

可自动解析指定血管的任意短轴截面上的长、短径以及各测量点之间的距离的

功能，测量结果汇总显示于一个画面中（Fig.3）。例如，在 CAS 中，可同时解

析病变部位的血管径及参照点的血管径、确定留置支架长度时进行参考的参照

点之间的距离、防护装置留置位置的血管径等。此外，解析血管的指定只需两

点绘图即可完成。

该医院对本功能评价称：通过采用本

功能，“可通过简单操作，轻松掌握治疗

中所需的几乎所有的信息，一目了然，非

常方便”。此外，本功能还可进行狭窄率

的解析。

  3  研讨工作角度时多功能的活用

对脑动脉瘤进行弹簧圈栓塞术时，使用恰当的造影角度是治

疗效果最大化的重要要素之一。此外，这些角度会在当天手术中

进行研讨，因此要尽量迅速地做出决定。

该医院为了迅速研讨造影角度，联合使用了 2 个功能。第 1

个功能是 3D 图像透明显示功能（Fig.4）。透明显示是指将血管

显示为半透明图像的功能，对掌握纵深方向血管重合情况非常有

用。第 2 个功能是 3D 的双画面显示功能。虽然 Trinias 系列产品

最多可同时显示 4 个 3D 图像，但使用双画面显示，可在同一画

面上迅速研讨确定 F 侧和 L 侧的造影角度（Fig.4）。

而且，该医院在调整角度时，灵活使用了 3 个旋转盘（Fig.4）。

用鼠标调整时，3D 图像自由旋转，因此一边留意 C 臂的可动范

围一边研讨造影角度会感觉到有些困难，而使用旋转盘，可以只

向一个方向调整角度，因此一边留意 C 臂的可动范围一边研讨确

定造影角度会感觉到非常容易。此外，通过角度发送功能，将研

讨的造影角度发送到 C 臂 *1。具体使用中的工作流程是“用左右

旋转盘调整体轴旋转（LAO/RAO）方向⇒用上下旋转盘调整体轴

（CRAN/CAUD）方向⇒用鼠标微调⇒将研讨的造影角度发送到 C

臂”。此外，本 Workstation 可用角度存储功能将研讨的多个造影

角度记录下来，以后需要参考时可轻松调取（Fig.5）。

*1：角度发送功能只对 F 侧 C 臂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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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颈内动脉起始部位的狭窄

病例中虚拟支架功能的活用例

Fig.2  脑动脉瘤弹簧圈栓塞术中

使用虚拟支架情况下的示意图

虽然此次是我第一次使用血管造影系统 Trinias series unity edition，但图像的清晰

度让我非常震惊。得知该画质是 Flex-APSa 等最新独创图像处理技术的结晶，让我重新

认识到岛津的技术力量何等雄厚。

此外，本文中介绍的 3D 工作站（SCORE 3D 工作站）的出色功能及操作性也令我

非常满意。毋庸置疑，清晰的图像及影像引导功能可以实现更好的血管内治疗。期待该系统今后进一步

充实取得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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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果最大化的重要要素之一。此外，这些角度会在当天手术中

进行研讨，因此要尽量迅速地做出决定。

该医院为了迅速研讨造影角度，联合使用了 2 个功能。第 1

个功能是 3D 图像透明显示功能（Fig.4）。透明显示是指将血管

显示为半透明图像的功能，对掌握纵深方向血管重合情况非常有

用。第 2 个功能是 3D 的双画面显示功能。虽然 Trinias 系列产品

最多可同时显示 4 个 3D 图像，但使用双画面显示，可在同一画

面上迅速研讨确定 F 侧和 L 侧的造影角度（Fig.4）。

而且，该医院在调整角度时，灵活使用了 3 个旋转盘（Fig.4）。

用鼠标调整时，3D 图像自由旋转，因此一边留意 C 臂的可动范

围一边研讨造影角度会感觉到有些困难，而使用旋转盘，可以只

向一个方向调整角度，因此一边留意 C 臂的可动范围一边研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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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此外，本 Workstation 可用角度存储功能将研讨的多个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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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血管测量画面
将 Axial 图像、3D 图像、短轴 MPR（短轴断面）、CPR、
直视图、对话框等汇集在一张画面上。此外，显示出各视

图上的测量点，容易进行直观的确认。

Fig.4  透明图像的双画面显示
在左侧研讨 F 侧造影角度；在右侧研讨 L 侧造影角度。

各视图的右下方有旋转盘，可分别调整纵向的角度和横

向的角度。

Fig.5  角度储存器功能
可在右侧的缩略图中记录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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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果最大化的重要要素之一。此外，这些角度会在当天手术中

进行研讨，因此要尽量迅速地做出决定。

该医院为了迅速研讨造影角度，联合使用了 2 个功能。第 1

个功能是 3D 图像透明显示功能（Fig.4）。透明显示是指将血管

显示为半透明图像的功能，对掌握纵深方向血管重合情况非常有

用。第 2 个功能是 3D 的双画面显示功能。虽然 Trinias 系列产品

最多可同时显示 4 个 3D 图像，但使用双画面显示，可在同一画

面上迅速研讨确定 F 侧和 L 侧的造影角度（Fig.4）。

而且，该医院在调整角度时，灵活使用了 3 个旋转盘（Fig.4）。

用鼠标调整时，3D 图像自由旋转，因此一边留意 C 臂的可动范

围一边研讨造影角度会感觉到有些困难，而使用旋转盘，可以只

向一个方向调整角度，因此一边留意 C 臂的可动范围一边研讨确

定造影角度会感觉到非常容易。此外，通过角度发送功能，将研

讨的造影角度发送到 C 臂 *1。具体使用中的工作流程是“用左右

旋转盘调整体轴旋转（LAO/RAO）方向⇒用上下旋转盘调整体轴

（CRAN/CAUD）方向⇒用鼠标微调⇒将研讨的造影角度发送到 C

臂”。此外，本 Workstation 可用角度存储功能将研讨的多个造影

角度记录下来，以后需要参考时可轻松调取（Fig.5）。

*1：角度发送功能只对 F 侧 C 臂有效。

Fig.3  血管测量画面
将 Axial 图像、3D 图像、短轴 MPR（短轴断面）、CPR、
直视图、对话框等汇集在一张画面上。此外，显示出各视

图上的测量点，容易进行直观的确认。

Fig.4  透明图像的双画面显示
在左侧研讨 F 侧造影角度；在右侧研讨 L 侧造影角度。

各视图的右下方有旋转盘，可分别调整纵向的角度和横

向的角度。

Fig.5  角度储存器功能
可在右侧的缩略图中记录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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