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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探索

股骨颈骨折X线与CT影像的检查效果
肖连朵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中医医院，陕西安康  725500）

摘要：目的：股骨颈骨折 X 线与 CT 影像的检查效果。方法：本次研究从本院 2020 年 11 月 ~2021 年 8 月收入的股骨颈骨折患者中随机抽取

84 例，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了对照组（X 线）和研究组（CT）两组，对比检查结局。结果：研究组错 / 漏诊率 2 例（4.76%），对照组错

/ 漏诊率 4 例（9.52%）（P＞ 0.05）。研究组检查精准率 40 例（95.24%），对照组检查精准率 38 例（90.48%）（P＞ 0.05）。研究组综合满

意38例（90.48%），对照组综合满意35例（83.33%）（P＞0.05）。研究组不满意4例（9.52%），对照组不满意7例（16.67%）（P＞0.05），

无统计学意义；结论：X 线与 CT 影像都可有效诊断股骨颈骨折病症，精准率较高且差异不大，临床可结合患者病症选择最佳检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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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骨颈骨折属于股骨骨折的常见病症，好发于中老年人

群。此外，因暴力创伤或病症导致骨折的人也不在少数，故

股骨颈骨折的临床发病率高，加之病灶位置特殊患者临床致

残率和致死率较高。股骨颈骨折指的是股骨头下端到股骨颈

基底部出现骨折，若临床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可能导致患者

出现功能障碍问题，致残率反而增加。可见，对于股骨颈骨

折对象进行及时影像学检查，明确病灶位置，判断是否为股

骨颈骨折十分重要 [1]。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从本院 2020 年 11 月 ~2021 年 8 月收入的股骨

颈骨折患者中随机抽取 84 例，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了对

照组和研究组两组。研究组 42 例，男性 24 例，年龄为 36.3

岁 ~82.4 岁，平均年龄为（59.5±2.51）岁，女性 18 例，年

龄为 34.9 岁 ~82.6 岁，平均年龄为（59.8±1.33）岁；对照

组 42 例，男性 26 例，年龄为 34.7 岁 ~79.8 岁，平均年龄为

（56.1±2.93）岁，女性 16 例，年龄为 33.8 岁 ~84.9 岁，平

均年龄为（58.4±2.35）岁；两组基本资料无差异，（P＞0.05），

有可比性。纳入标准：后期经过病理学检查确诊为股骨颈骨折；

患者和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的临床基本资料完整且无

心理障碍。排除标准：合并恶性肿瘤、精神疾病、凝血功能
障碍、肝肾功能不全病症；转院、基本信息不全、拒疗。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 X 线检查，指导患者采用仰卧位，可选择斜
位片。帮助患者将髋部靠近探测板，并将 X 射线沿着前后方
向摄入，结合患者的情况调整曝光条件后用激光打印机打印
胶片。研究组采用 CT 检查，患者仰卧位于扫描床并将双手
举过头顶，用多层螺旋 CT 扫描患者髋部，（1.25mm 厚度），
后确定病灶位置后过滤图片并调整图像参数对患者的病灶进
行多角度、多方位观察。

对比两组患者临床综合检查的满意率（十分满意、基本
满意、不满意）和精准率（显效、有效、无效）[2]。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为 [n（%）]，予以

χ2 检验；计量资料为（ x ±s），予以 t 检验。P ＜ 0.05 提
示统计学意义成立。

2结果

2.1  两组股骨颈骨折患者基本信息对比见表1

两组股骨颈骨折患者的临床基本信息如年龄、病程、病
症表现、病因等基本信息对比（P＞0.05），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两组股骨颈骨折患者基本信息对比 [n（%）]

指标 研究组 对照组 χ2 p

年龄
＞ 60 岁 14 （5.00%） 17 （40.48%） 0.4601  0.498 

≤ 60 岁 28 （66.67%） 25 （59.52%） 0.4601  0.498 

病程

1d 以内 24 （57.14%） 21 （50.00%） 0.4308  0.512 

1-3d 14 （33.33%） 12 （28.57%） 0.2228  0.637 

3d 以上 4 （9.52%） 9 （21.43%） 2.2752  0.131 

分型

头下型 12 （28.57%） 14 （33.33%） 0.2228  0.637 

头颈型  11 （26.19%） 7 （16.67%） 1.1313  0.287 

经颈型 9 （21.43%） 11 （26.19%） 0.2625  0.608 

基底型 8 （19.05%） 7 （16.67%） 0.0812  0.776 

其他 2 （4.76%） 3 （7.14%） 0.2127  0.645 

骨折类型

Ⅰ 14 （33.33%） 17 （40.48%） 0.4601  0.498 

Ⅱ 21 （6.00%） 22 （52.38%） 0.0476  0.827 

Ⅲ - Ⅳ 7 （16.67%） 3 （7.14%） 1.8162  0.178 

病症

跌倒 23 （54.76%） 25 （59.52%） 0.1944  0.659 

暴力 11 （26.19%） 12 （28.57%） 0.0599  0.807 

其他 8 （19.05%） 5 （11.90%） 0.8191  0.365 



166

临床探索

2.2  两组股骨颈骨折患者检查精准率见表2

研究组对象的临床检查精准率为 95.24%，对照组为
90.48%，两组指标对比（P ＞ 0.05），无统计学意义，但是
研究组略高于对照组。

表 2  两组股骨颈骨折患者检查精准率对比 [n（%）]

小组 例数 错诊 漏诊 检查精准率 错 / 漏诊率

研究组 42 1（2.38%） 1（2.38%） 40（95.24%） 2（4.76%）

对照组 42 2（4.76%） 2（4.76%） 38（90.48%） 4（9.52%）

χ2 - 0.346  0.346 0.718  0.718

p - 0.557  0.557  0.397  0.397 

2.3  两组股骨颈骨折患者综合满意率见表3

研究组对象的临床检查综合满意率为 90.48%，对照组为
83.33%，两组指标对比（P ＜ 0.05），无统计学意义，且研
究组综合满意率略高于对照组。

表 3  两组股骨颈骨折患者综合满意率对比 [n（%）]

小组 例数 十分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综合满意

研究组 42 27（64.29%） 11（26.19%） 4（9.52%） 38（90.48%）

对照组 42 13（30.95%） 22（52.38%） 7（16.67%） 35（83.33%）

χ2 - 9.355  6.0392 0.942 0.942 

p - 0.002  0.014  0.332  0.332 

3讨论
股骨颈骨折是临床常见的骨折疾病，因中老年人群的自

理能力下降、机体老化严重、身体缺钙导致，骨质疏松诱发
股骨颈骨折，一般女性的发病率略高于男性。与此同时，直
接或者是间接暴力也会诱发股骨颈骨折，对患者的自理能力
造成极大的威胁。如今，我国老龄化和城市化的问题加重，
国内的股骨颈骨折问题也在不断增加，逐渐成为社会中较为
严重的医疗问题 [3]。及时检查股骨颈骨折病症可有效帮助患
者恢复健康，降低和预防骨折不愈合和股骨头缺血等病症，
对促进患者早日恢复健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X 线是临床
检查股骨颈骨折的常见方式，通过 X 线检查可以检查出患者
的骨折病症并结合患者的年龄、病症表现等予以矫正、手术
参考。考虑到股骨颈骨折的位置特殊，股骨颈的解剖位置复
杂，骨块形态表现多样，无法及时处理骨折部位、块移情况，
临床可能存在漏诊、错诊风险 [4]。若将错误的报告上交给临
床医师，可能导致骨折分型研究给定有所问题。与此同时，
我国的影像学检查方式不断增加，CT技术也逐渐完善且成熟，
临床在股骨颈骨折的运用率增加 [5-6]。对比 X 线技术，CT 技
术分析能力强且扫描的时间短、速度快，具有连续扫描等优势，
而对比 X 线片的密度分辨率更高，图像更加清晰，故此漏诊
率更低。而且 CT 技术对人体的伤害较小，患者的临床检查
满意率和依从率略高于 X 线检查 [7-8]。本次研究对收入的若
干股骨颈骨折患者进行临床研究，结果表示研究组患者的检
查精准率更高，但是指标对比（P＞0.05），无统计学意义，

结果或可与样本数量较少有关，临床建议加大样本量，进行

深入研究，为临床检查股骨颈骨折提供可靠依据。综上所述，

CT检查股骨颈骨折精准率比X线高，患者的满意率差异显著，

CT 的效果更好，但是和 X 线检查精准率差异不大，建议临

床结合患者的病情选择最合适的检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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