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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影像检查对胸部结节病的诊断价值

张长江  

威海市立第三医院放射科，山东 威海 264200

【摘要】  目的  对影像检查措施实施后，胸部结节病的诊断价值，并评估该措施的临床效果、

应用价值，分析 X 线平片检查、CT 检查的可行性。方法  将我院接收胸部结节病 16 例患者作为此

次评估对象，以病理学诊断结果为金标准，分别对患者实施 CT 检查、X 线平片检查，前者设置为研

究组，后者设置为对照组，对上述方案实施后的检出率进行分析及对比，研究影像检查在疾病诊断的

应用价值。研究样本入选时间为：2015 年 5 月 30 日、结束时间为：2022 年 3 月 2 日。结果  研究

组疾病检出率高于对照组，P<0.05，统计学有意义；漏诊率对比显示，研究组低于对照组，分析有意

义（P<0.05）。结论  影像检查应用价值、可行性较高，CT 检查诊断检出率高于 X 线平片检查，漏

诊率低于 X 线平片检查，表明 CT 检查对后续针对性治疗措施的实施更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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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diagnost ic  value of  imaging examination in  
thoracic  sarcoidosis

Zhang Changj iang

Department of Radiology, Weihai Third Municipal Hospital, Weihai2642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oracic sarcoidosis after 

the  implementat ion  of  imag ing  examinat ion  measures ,  to  eva luate  the  c l in ica l  e f f ec t 

and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measures,  and to analyze the feasibil ity of X-ray plain fi lm 

examination and CT examination.Methods 16 patients with thoracic sarcoidosis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evaluation objects.Taking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 results 

as the gold standard, CT examination and X-ray plain film examination were performed on 

the patients respectively.The former was set as the research group and the latter was set as 

the research group.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detection rat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bove scheme was analyzed and compared, and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imaging examination 

in disease diagnosis was studied.The selection time of research samples is: May 30, 2015, and 

the end time is: March 2, 2022.Results The disease detection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which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comparison of 

the missed diagnosis rate showed that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analysis was significant (P<0.05).Conclusion Imaging examination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and feasibility.The diagnostic detection rate of CT examin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plain X-ray examination, and the missed diagnosis rate is lower than that of plain X-ray 

examination, indicating that CT examination is more activ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llow-up 

targeted treatment measures.significance.

【Keywords】  imaging examination; thoracic sarcoidosis; plain X-ray examination; CT 

examination; coincidenc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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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结节病发病率较高，是一种多系统肉芽

肿性疾病，多数患者在治疗时通常是良性的，其

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多数患者在疾病早期没有明

显的临床症状［1］。疾病发作后会累及淋巴系统、

肺部。除此之外，有学者表示，胸腔结节病在临

床上的诊断比较困难。治疗不及时，可能导致病

情进一步发展，甚至危及患者生命安全［2］。少数

患者会出现突然体重减轻、食欲不振、不同程度

的盗汗、肢体无力、咳嗽、咳痰、少量咯血等［3］。

在诊断时很容易与相关疾病相混淆，包括周围性

肺癌、淋巴瘤等。因此，选择一种更准确的诊断

方法是非常重要的。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社会

的发展，人们对胸部结节病诊断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4］。本文主要是对 16 例胸部结节病患者进行

分析，观察 CT 检查、X 线平片检查在疾病诊断

中的应用价值，旨在为后需诊断工作提供科学依

据，帮助患者实现针对性治疗。现具体分析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内容在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下实施：患者选取开始及结束时间分别

为 2015 年 5 月 30 日—2022 年 3 月 2 日。收集我

院 16 例胸部结节病患者数据信息，所有患者均实

施 X 线检查（对照组）、CT 检查（研究组）。16

例患者中：年龄区间为 24 ～ 81 岁；平均年龄为

（52.42±0.18）岁；女性、男性患者分别为 4 例、

12 例。纳入标准：（1）入选患者均符合胸部结节

相关指征；（2）患者及家属均对本次研究试验知

情；（3）思维意识无障碍；（4）未失访；（5）语

言沟通情况良好。排除标准：（1）身体出现其他

异常情况；（2）血液、自身免疫性疾病；（3）中

途退出研究；（4）依从性差；（5）肝肾功能异常；

（6）重大疾病史、过敏史；（7）严重肝肾、心肺

功能障碍；（8）合并其他恶性肿瘤疾病；（9）患

者病历、病史资料残缺。

1.2  方法   对照组，对患者实施 X 线检

查，具体实施措施为：采用锐柯 7500DRX 线检

查设备，对患者进行检查。常规胸部摄影的位置

应为站立位。病人的胸前壁靠片，x 光片是从背

部拍摄的。应包括所有胸部、共膈角 / 肺野和下

颈部。胸膜应清楚地显示两侧肺纹理的精细结

构。第 1 ～ 4 胸椎通过气管可见，隐约可见下胸

椎与心脏重叠。研究组：对患者实施 CT 检查，

具体实施措施为：螺旋 CT 扫描（飞利浦 64 排螺

旋 CT），引导患者保持正确的体位状态（仰卧

位），诊断患者的病情，准确地调整层厚。当层厚

度为 10mm 时，可以进入平扫环节。普通扫描从

肺尖开始到隔顶。通过影像学观察，发现患者的

肺及纵隔淋巴结内有多个结节。调整层厚至 5mm

后，继续扫描。如果发现患者的肺部有实质性的

病变，则通过高清 CT 扫描技术诊断出患者的病

情。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疾病诊断检

出情况进行分析，主要研究指标为：检出、未检

出；计算两组疾病漏诊情况，主要研究指标为混

合型、干酪性肺炎、肿块型、肺不张等，计算疾

病漏诊率。

1.4  统计学分析   在 SPSS20.0 中输入所有

样本（16 例胸部结节病患者）资料，分析统计学

处理结果，若结果显示 P<0.05，表示对比有意

义，反之（P>0.05）为无意义。计数资料（诊断

符合率、漏诊率）检验方式为 x2（n%）；计量资

料检验方式、表示形式分别为 t、 sx ± 。

2  结  果

2.1  疾病诊断检出情况统计学差异分析结果显

示：对照组（56.25%）低于研究组（93.75%），

数 据 差 异 大，统 计 学 对 比 分 析 结 果 有 意 义

（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疾病诊断符合率对比

组别 例数 检出 未检出 检出率
研究组 16 15 1 93.75%

对照组 16 9 7 56.25%

x2 - - - 6.0000

P - - - 0.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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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疾病漏诊情况统计学数据分析结

果显示：研究组、对照组疾病漏诊率分别为

0.00%、25.00%，前者低于后者，差异分析有意义

（P<0.05），见表 2。

3  讨  论

结节病中最常见的为胸部结节病，发病率

较高，具体病因尚不清楚。相关学者表示该疾病

注意是由病毒感染、遗传因素引起的，但这些尚

未在医学上得到证实［5］。胸部结节病多发生在

20 ～ 40 岁的妇女中，对人们的健康构成了重大

威胁。患者在疾病的早期阶段症状表现不明显，

随着病情的发展及恶化，患者会逐渐表现出如肺

泡炎、淋巴结炎等症状。患者出现以上疾病表现

后若未及时给予针对性治疗会导致机体内组织和

器官损伤，当病情严重时，甚至直接危及患者生命

安全［6］。一般的来说，通过靶向治疗可以避免局

部肉芽肿的出现和发展，也可以更好地控制患者

的病情。但由于诊断中存在的问题胸部结节病的

误诊、漏诊概率较高，对后续针对性治疗措施的落

实产生阻碍作用。除此之外，诊断结果差错，会导

致医务人员不能针对胸部结节病患者进行靶向治

疗，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可靠的基础，不仅大量浪费

时间、精力，而且增加患者的疼痛，提升患者家属

的经济负担，对疾病治疗及预后等均产生消极影

响［7］。当胸部结节病患者的病情不能得到有效控

制时，胸部结节病患者的尿钙、血钙水平会发生显

著变化，患者就会出现胸闷、低烧等症状，增加患

者痛苦感，降低其生活质量。

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进步，X 线平

片检查、CT 检查在疾病诊断中的优势逐渐显现
［8］。其中 CT 检查的应用更加广泛。临床研究结

果显示，与传统 CT 不同，螺旋 CT 采用滑环技

术，通过滑环的均匀旋转实现快速连续扫描。然

而，在检查过程中，传统的窗宽和窗的位置并不能

清楚地区分脂肪和气体。因此，应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窗口的位置和宽度，以便更清楚地区分脂肪

和气体。此外，螺旋 CT 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游离气

体，显示周围器官、气体和液体的积累情况。由于

螺旋 CT 可以扫描和检测微小的游离气体，所以

它对游离气体更加敏感。因此，在这两种相对比

值下，x 射线分辨率较低，对小自由气体不敏感，

而螺旋 CT 对小自由气体敏感，具有较高的分辨

率［9］。

长期以来，传统的 x 线检查一直是临床上胸

部结节病诊断的常用方法。然而，随着我国医疗

技术的进步，x 线片逐渐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其

诊断效果较差、诊断符合率较低。胸部结节病的

CT 影像学特征多样，具有显著的影像学特征，诊

断准确性明显较高。结节病会影响患者全身所有

纵隔淋巴结，并会出现多种并发症；最典型的特

征是患者两侧肺门淋巴结异常肿大，部分伴有纵

隔淋巴结。最常见的是中纵隔淋巴结肿大。主要

发病部位集中在下隆突区淋巴结、肺动脉窗口、

气管旁，只有一小部分累及后纵隔淋巴结，淋巴结

密度不会增加，淋巴结密度比淋巴结更均匀。除

了上述典型特征外，还有一系列的影像学表现，如

肺部病变、胸膜改变等。

为探讨 CT 图像诊断在胸椎结节病中的应用

价值，以 X 线平片检查为对照，选取 16 例胸部结

节病患者，对患者进行上述检查措施后的疾病检

出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组疾病检出率高

于对照组（P<0.05）；漏诊率对比显示，研究组低

于对照组（P<0.05）。在两次检查结果中，患者

的主要影像学表现为纵隔淋巴结肿大、淋巴结肿

大等。在肺部异常中，结节性病变是最常见的。

CT 检查也发现少数患者有小叶间隔增厚、肺纤维

化。与两者相比，CT 检查具有更高的图像清晰

表 2 两组疾病漏诊情况统计学对比

组别 例数 干酪性肺炎 肺不张 混合型 肿块型 漏诊率
研究组 1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对照组 16 0（0.00%） 1（6.25%） 2（12.50%） 1（6.25%） 4（25.00%）

x2 - - - - - 4.5714

P - - - - - 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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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利于提高检出率。胸椎结节病患者的 CT 图

像相对多样化，但也有一些特点。典型的 CT 表现

包括支气管血管束增厚、纵隔淋巴结肿大伴双侧

肺门淋巴结对称、胸膜增厚、双肺多发结节、气道

狭窄、磨玻璃影等。临床上，胸椎结节病的 CT 图

像与周围性肺癌、淋巴瘤、粟粒性肺结核相似。在

诊断该疾病时应注意区分。其中，粟粒性肺结核

患者痰中存在结核杆菌，高发人群是年轻人，通常

需要病理检查才能最终诊断。CT 图像显示淋巴

瘤为淋巴结肿大（单侧或不对称双侧）。高发病

率的部位为锁骨、颈部。外周性肺癌在 CT 图像

中并不常见，如支气管膨胀征象、双侧纵隔淋巴结

病。通常为单侧纵隔、肺门分叶状淋巴结。

综上所述，根据本研究的相关资料，X 线平

片检查、CT 检查不同医学影像诊断后后者的诊

断符合率较高，且总漏诊率较低，表明，CT 检查

更加适用于胸部结节病患者的疾病诊断，不仅能

有效提高疾病诊断符合率，而且降低了漏诊率，对

疾病诊断效果及后续治疗具有积极意义，应用和

推广价值较高，各院可将其作为首选诊断措施，帮

助患者实现针对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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