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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现代脑科学及基于脑立体定向技术的神经外科的发展

与进步,要求对大脑皮质有精确定位[1 - 4] 。 顶枕沟是大脑皮

层较为恒定的脑沟之一,起自于半球内侧面后部的距状沟前

份,并与其呈斜行相交,自下而上一直延伸到半球的背外侧

面,是顶叶和枕叶的分界标志。 枕叶属于 Brodmann 17、18、
19 区,常常是多种疾病损伤的部位之一,神经外科医生往往

需要直接接近病变部位予以手术治疗(如枕叶胶质瘤的切

除),或者需要穿过枕叶皮层到达其深部的占位性病灶

等[5 - 9] 。 顶枕沟区是脑功能区的重要部位,准确识别顶枕沟

是精确定位邻近皮质区的基础,对该区域病变的诊断和治疗

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顶枕沟及其邻近脑回

的形态和功能的定位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本文就此作一

综述。

1摇 整体及断面研究

摇 摇 崔志谭等[10] 利用 100 例整脑标本对顶枕沟的走行、起
止点、分支及类型的规律进行研究发现,顶枕裂位于半球内

侧面的后部,由前下走向后上,末端越过背缘而至半球背外

侧面,并进一步统计得出,左半球占 93% ,右半球占 87% 。
当顶枕裂沟底的盖部露出表面时,其末端在内侧面均分为两

叉,末端在背外侧面分二叉者,左半球有 26 例,右半球有 15
例,少数为三叉。 闫家阁等[11] 利用胎脑标本观察了不同胎

龄月的顶枕裂的出现时间、形态、长度、深度等,结果发现:顶
枕裂一般在胎龄第 4 个月开始出现,到胎龄第 5 个月几乎全

都出现。 顶枕裂的形态在胎龄 6 个月以前,可视为直线型,
而其长度是不等速逐月增长。 顶枕裂的深度是逐月递增的,
左右侧无显著差异。 文献[12]报道,(1)国人顶枕沟的出现率

在(90. 00 依 2. 12)% ,由前下向后上走行,直线走行占 49% ,
其余呈平缓走行的曲线或“S冶型。 (2)其末端多越过上缘转

至半球背外侧面,不分叉的出现率为(65. 50 依 3. 36)% ,在外

侧面分二叉者为 (20. 50 依 2. 85)% ,分三叉者占 (4. 00 依
1. 38)% ,在内侧面分二叉者为(10. 00 依 2. 12)% 。 (3)其深

度一般在(1. 97 依 0. 10) cm,与距状沟的夹角为(54. 25 依
7. 62)毅。

黄海辉等[13] 用 30 例成人头部标本,以 AC鄄PC 线为基

线,获取层厚 4 mm 的连续横断层 MR 图像和脑断层标本,并
在连续断层标本上对顶枕沟的断面表现进行了跟踪、观察、
测量和统计。 结果表明:(1)在 AC鄄PC 线断面上,顶枕沟的

出现率左侧为 16. 7% ,右侧为 10% ;在胼胝体压部首次切及

的断面上,顶枕沟位于扣带回峡的后方,其出现率左侧为

93. 3% ,右侧为 90% 。 (2)在切及穹窿柱和透明隔断面上,
顶枕沟后移,其出现率左侧为 100% ,右侧为 93. 33% ,沟的

平均深度左侧为 15. 8 mm,右侧为 16. 4 mm。 (3)在顶枕沟

即将消失的断面上,大脑半球髓质的半卵圆中心上部的出现

率左右侧均为 86. 7% ,扣带回即将消失,中央旁小叶尚未出

现。 刘丰春[14]利用颅脑标本,通过 MR 图像与相应的断层

标本对照研究,先确认髓突,然后根据髓突与脑回的定位关

系,在 MR 图像上用表盘定位法定位楔回、楔前回等大脑皮

质功能区。 结果显示:(1)在半卵圆中心上部层面,楔叶髓突

位于 5 ~ 6 点位,楔前回髓突位于 6 ~ 7 点位。 (2)平帆间池

层面,楔回髓突位于 6 点位,楔前回髓突位于 7 ~ 8 点位。 李

振平等[15]选用 30 例颅脑标本,以经 AC鄄PC 线的中点的垂线

为基线,获得 4 mm 层厚的脑 MR 图像及连续脑切片作了对

照研究,结果显示:在经距状沟前部的冠状断层上,左右大脑

半球和小脑由大脑镰和小脑幕分隔为“三体结构冶,枕叶内侧

面可见横“Y冶形的沟,上方为顶枕沟,下方为距状沟。 李振

平等[16 - 17]利用头部矢状断层标本与相应层面的 MR 图像相

对照的方法,研究了大脑主要沟回在 MR 矢状图像上的定

位,在其典型层面上可以精确识别顶枕沟及其邻近沟回等。

2摇 功能定位研究

摇 摇 功能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RI,fMRI)技术在脑功能活

动研究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中研究最早并取得重要成果

的是有关视觉系统的研究,脑功能成像不仅实现了对视觉运

动加工区的精确定位,而且阐明了各脑区的功能作用,已广

泛应用于神经科学的各个领域。 近年来对枕叶皮层的功能

研究[18 - 22]较多,研究方法多是将功能成像叠加在解剖 MR
图像上进行分析,用 fMRI 揭示绝大部分的视皮质功能区,进
一步发现了人类至少存在 30 个视觉皮层区,并采用 Bold 分

法,实现了对人脑视皮层 V1、V2、V3、V4 和 MT / V5 各区的精

确定位,所得到的视皮层位置与传统观点基本一致,而且还

发现在视觉脑皮层中,右侧大脑半球为优势半球。 Cavanna
等[23 - 26]通过 fMRI 和 PET 成像研究发现,顶枕沟为枕叶标志

性脑沟之一,分割了后方的楔叶和前方的楔前叶;楔前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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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息状态下代谢率最高的脑激活区。 静息态时要比其他脑

皮层多消耗 35%的葡萄糖,并且认为楔前叶具有视觉空间意

象、情景记忆提取、自我处理以及具备意识功能。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于顶枕沟及其邻近脑回的形态

学及功能定位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有待解决

的问题:(1)许多学者对顶枕沟及其邻近脑回定位的研究,主
要是结合尸脑断层标本,或用尸脑断层标本与 MR 图像相对

照的方法识别顶枕沟,但由于标本的长时间浸泡、包埋等处

理,致其组织结构与活体组织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

异,且有些研究标本和 MR 图像并非取自同一个体,因此用

此研究结果应用到临床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差。 (2)断面上

顶枕沟及其邻近脑回的定位研究多为形态描述性研究及其

出现率的统计,尚缺乏精确定量的三维立体定位研究,国内

尚未见以 AC鄄PC 线为扫描基线,对大脑皮质沟、回的数学化

定位进行系统研究,而对顶枕区进行三维空间定位及可视化

的研究鲜见文献报道。 (3) 断层研究大多采用层厚超过

1. 0 cm的厚层标本,层间缺乏连续性,因而定位与重建时丢

失的信息太多,难以满足脑立体定向手术、微创外科的精确

定位的要求。
因此,当前研究的重点是,要在基于活体大脑的薄层、连

续断面的影像资料上,准确地识别顶枕沟,以期为脑形态与

功能关联性的活体研究提供解剖学依据;对顶枕沟及其邻近

脑回在三维坐标系中的系统性精确定量、定位的研究,以适

应于应用基于立体定向技术的神经外科、放射治疗外科、微
创外科等的发展要求;同时顶枕沟三维可视化为神经外科手

术计划的制定以及在计算机上实现大脑精确模拟提供形态

学依据,对大脑医学图像的处理和分析具有一定的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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