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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8 6尘肺诊断标准》读片重复性的研究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丁茂柏 张草娟 卢世瘩

提共 为了验证 《 1 9 8 6尘肺诊断标准 》 的读片重复性
,

作者用集体读片方式分析读片差异
、

分析原因
。

两次读片诊断符合程度75 % , 小阴影形态 70 % , 密集度 75 % , 分布范围 65 % , 大阴影
、

胸膜斑
、

小阴 影 聚

集及弥漫胸膜增厚则完全相符
。

影响诊断结果相符程度的主要因素是密集度判定差异
。

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与标准片对比方法
、

胸片示局部

小阴影密集度较高及混合形态阴影对判定的影响等因素有关
。

关 . 词 尘肺 诊断标准 X 线 表 1 胸片质量

《 1 9 8 6尘肺诊断标准》 〔”
(以下简称 《标

准》 ) 应用价值的高低
、

能获得公认的程度
,

取决于确实性强
、

重复性高及实用性好三项条

件
。

《标准》 颁布执行后
,

全国各地均对以上

三项内容进行验证
,

大多反映较积极
。

惜无正

式总结材料发表
。

原因可能与缺乏统一
、

简便

的验证方法有关
。

本文利用 1 9 8 8年 6 月沈阳国

际尘肺讨论会上与外国专家交流读片的机会
,

用交流活动中中方独立完成的部分资料总结而

成
。

目的在探讨 《标准》 读片结果的重复性
,

分析读片差异的特点
。

读片按中国传统方式进行
,

即 3 人组成诊

断组
,

共同读片
,

讨论决定结果
。

所指读片重

复性乃 同一读片组在不同时间读同一胸片的符

合程度
,

不强调在单个人之间相比
。

不同读片

组间的差异将另文讨论
。

材料与方法

片组来源
:

以参加 1 9 8 8年沈阳国际尘肺讨

论会某外国专家准备的一套胸片共 2 00 张 (称

全组 ) 为基准
,

从中随机取 40 张 (称试验组 )

作重复读片
。

诊断组 3 人讨论读片
,

意见分歧时以两票

为准作记录
。

无论诊断结果
、

密集度
、

阴影形

态均未出现经讨论仍有三种不同意见的实例
。

记录采用《标准》附录 D 表格略加修改
。

读片顺

序由供片人随意排定
,

排列无规律
。

重读 4。张穿

插在正常读片顺序中进行
。

胸片乱排及随机抽

取重读片 目的在于尽可能消除或减少主观性
。

所得结果总结如表 1 ~ 7
。

. . . . . . . . . . . . . . . .

全 组 试 脸 组
质量等级

全 组 试 脸 组

片 数 % 片 数 %

. 等级 4 定义为废片 ( U n a cc e tP a b le )
,

按 《标准》 规定

不作读片记录
。

本次读片前约定
,

尽可能作形态观察
。

表 2 尘肺诊断分期分布比较
. . . . . . . . . . . . . . . .

全 组 试 验 组
分 期

—
片 数 % 片 致 %

……
甲.2工b八.月止口a2

, .二,二,工,二5 7

1 2

4 0

2 3

2 0

1 1

2 3

1 9

总 数 2 0 0 10 0
.

0 40 1 00
.

0

. 不定
:

①部分 4 级片经努力仍不能作明确结论者
。

②

根据 《标准》 要求濡结合临床资料才能作诊断者
。

表 1说明试验组胸片质量与原片组相比
,

大致相似
,

有随意性
。

表 2 表明试验组期别分布与原片组相比大

致相 同
,

两组胸片均 以小阴影片为主
,

占87 % 左

右
。

表 3 中实线框中数字为两次读 片 相 符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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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组 试 验 组
尘肺 阴影

—
片数 % 片 数 % 观察重复数

脚膜斑 1 9 9
.

5 3 7
.

5 3

弥漫胸膜增厚 14 7
.

0 2 5
.

0 2

肋肠角闭锁 7 8
.

5 3 7
.

5 5

胸膜钙化 7 3
.

5 0 0 0

小 阴影聚集 1 1 5
.

5 2 5
.

0 2

大阴形 1 6 8
.

0 4 1 0
_

0 4

与 t为 1 ,
q与 t 为 6

。

即圆圆差与圆条差之比为 4比

了
。

其中以 q 与 t 间差异为主
,

为 6 / 1 2 ,

占半数
。

表 5 实线框中总数 30 片
,

两次符合 75 %
。

表 中数字表明
,

O 与 1 间界线分明
。

总数 40 片中
,

O 占13
,

容易掩 盖 问 题 性

质
。

若单 以小阴影 即双线框数字计总数 2 7 ,

符

合 1 7 ,

占6 2
.

9%
。

表 6 实线框中总数 2 6片
。

框外 数 字 表 示

差异分散状况
。

虚线框内数字表示一次读片分

布范围不到 4 个肺区
,

而另一次读片小阴影分

布范围超过 4 个肺区者
。

凡在虚线框外的差异

对最后诊断不发生实质影响
。

表 7 表明试验组胸片在所列尘肺阴影与原

片组相比也有随意性
。

观察表明这几类尘肺阴

影两次观察完全相符
。

讨 论

1
。

由于尘肺胸片分类 目的不同
,

中外读

片方式有差别
。

但不论用何方式读片
,

学
一

术界

一致认为尘肺胸片分类的读片差异是客观存在

的 。 国外有关读片差异的研究以个人读片方式

半
0一呜

{么 1 2

4 1 3

3 { 2 1} 石

之
·

取 1
` ,

一

,` ” ,
}

4 0

数
,

共 30 片
。

大方框表示差异集中的区段
,

共

2 3片
,

此区段两次读片相符者 13 片
。

表 4 实线框中总数 28
。

形态差异特点为
:
大

小差异 p与q为 2 , r与 q为 2 ; 圆与不规则间差异 p



为主
,

研究不同个人读同一胸片结果间的差异

或同一读片人不同时间读同一胸片结果间的差

异
。

前者称人际差异 位n t e r一 v云i at io )n
,

后者

称 自身差异 ( in t

~
i at io n) ;.t 3, 。

分类方法的重复性与读片差易有笨
,

但并

不等同
。

易言之
,

差异
.

过大说明重复性差
,

.

但

无差异是不可想象的
。

至于差异小到什么程度

算是可接受的且又能表达分类方法 的 重 复性

好
,

则没有任何明确标准
,

只是同行之间有大

致界限
,

即符合程度达 60 ~ s q%是可接受的
。

较为困难的单项观察结果或读片生手使用 《标

准》 时符合率约 60 %左右
;
经验较 为 丰 富 的

人
,

总的符合程度能达 8。%左右
。

汪绍训教授生

前曾说过
,

若将他的尘肺读片记录加以整理
,

符合率大约不到 80 %
。

这与 D r J C M c D o n a ld

1 9 8 1年在我所访问时发表的意见是一致的
。

我国《职业病诊断管理条例 》要求尘肺读片

诊断应在集体讨论下完成
,

因此我国读片实际

工作情况与国外有差别
。

不仅所有的常规诊断

读片活动是集体读片
,

一些研究项 目
“ ,

也不例

外
。

国外报道读片差异时虽也谈到个人读片方

式较能表达结果的客观性
、

独立性
。

但并未排斥

集体 讨论方式或直指集体读片结果无独立性
。

事实上国外也有用集体读片作研究的
〔
.s6

, 。

有些

大型研究项 目虽分别读片
,

但结果采用三票两

定制
〔 , 〕 。

若能作好安排
,

尽可能排 除 主 观 干

扰
,

前后读片在相似环境下进行
,

能客观表达

读片差异状况
。

本试验用集体读片方式
,

是从适应我国实

际情况出发
,

易于推广
,

便于各地结果相 比较

等悄况所定
。

工作安排的特点是供片人负责打

乱片序
,

重复读片随机抽取
,

穿插进行正常读

片程序中
,

供片人不参加读片等
。

以减少主观

干扰
,

免除某种固定片型引起的读片倾向性
。

两 次代片环境相似
,

所用读片时间略同等
,

可

避免乖读片多想多忆所造成的主观干扰
。

2
.

表 3 ~ 7 表明
,

两次读片诊断相符程

度可达7 5 % ; 形态观 察相符 7 C% ; 小阴影密集

度相符 75 % ; 分布范围相符肺% ;
其它尘肺阴

影 以活胸膜斑
、

.

小阴影聚集
、

弥漫胸膜增厚及

大 阴影两 次读片结果完全相同
。

诊断差异集中发生在 I 到 I
+

区段上
。

表 3

表明藉助标准片的作用
,

解决 。与 I 的分界较

中国工业 医学杂志 1 9 8 8年第 1 卷第 1期
.

为成功
; 工以大阴影达 1 x Z c m 作指标

,

一致

性很好
。

同时也表明诊断差异较集中的区段符

合程度不甚理想
,

表 3大方框中数 字符 合 率

56 .5 %
。

·
厂

除大阴影容易观察外
,

小阴影聚集亦不易

忽略
,
我国《标准》对胸膜斑的记录要求较国外

简而明
,

其要点在
“

有
”

或
“

无
” ,

不强调分辨其所

在部位
、

形态
、

长度及宽度
,

故观察重复性高
。

「

3
.

符合程度最差的是小阴影分布范围观

察结果
。

表 6 统计为 65 %
,

但考虑到 。 与小阴

影满布 6个肺区容易观察
,

其数 冲淡了结果的

真实差别
。

若试将第一次读片结果为 O或 6 的

共 23 片除去不计
,

计算符合程度仅 2 9
.

4 %
。

另

一种计算即两次读片结果为 O或 6 的 全 除 不

计
,

符合程度也仅 4 1
.

7 %
。

虽云小阴影 占 6 个肺区容易观察
,

读片差

异并不小
,

表 6 示第二次读片 15 张小阴影分布

占 6 个肺区的胸片
,

在第一次读片时分散度大
,

分散为 5 栏
,

最大差异达 4 个肺区梯度
。

4
.

影响尘肺诊断差异的诸因素中起决定

作用的是小阴影密集度判定
。

表 5 示密集度判定前后一致者 30 片
。

考虑

到
“ 0 ”

较为特殊
。

除去 13 片
“

O
”

不计
,

余

密集度前后相符的 17 片中
,

查其前后诊断亦相

符者 15 例
,

占88
.

2 %
。

而这 15 例中有 1 例有形

态差异
, 8 例有小阴影分布范围差异

,

即 60 %

含有其它差异而不影响最后诊断
。

反之
,

密集

度判定两次不符的 10 片中查其诊断
,

除 3 例因

同时出现大阴影或小阴影聚集对诊断起决定性

作用外
,

其余 7 例全部出现诊断差异
,

其中差

一整 期 (即 1与 I之差 ) 者 3 例
,

近一半
。

小阴影分布范围对诊断差异影响较小
,

表

6 虚线中数字表示理应对诊断发生 影 响 的 片

数
。

仅占全部有差异数之半
,

即有半数差异居

虚线框外
,

其差异无诊断影响
。

虚线框内数 7

片深入查对
,

实际发生诊断差异的只有 2 例
。

在全部诊断差异加片 中所占比重为叻究
。

影响范围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胸片质量差
,

有范围差异的 14 片中 3 级片占70 %
`

,

其次原因

是大阴影掩盖或有肺气肿影响观察
。

5
.

影响密集度判定因素有二
:

①对标准

片认识
; ②形态差异的影响

。

有了标准片
,

多数情况下密集度判定无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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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

但少数情况下会因认识不一致产生差异
。 则形混合存在 同样普遍

,

如 q与 t混合
、 r
与u 混

按 《标准》 的规定护 密集度判定可分解为
:

形态认定
、

选择相应的标准片
、

观察密集度时

分区判定
、

最后作全片评估等几个步骤
。

其中

分区判定时允许和任何一张标准片中所标定的

区域密集度相对比
,

而全片评估时要点在 以两

个较高级别的密集度肺区作为判定依据
。

合
。

其实 ; :
类早著多小阴

在不同对比度的衬托下渺, 判
示并非规整

,

因此

定为不规则影从而

、

根据以上程序
,

’

一般情况下判定较顺刹
,

琴牛争议时可从各标准片同级别密
找最低者

。

实践证明
,

标准片对 1

集度肺区中

级密集度与

不够 1 级间分界的问题解决得很好
,

重复性较

佳
。

但 1级和 2 级间的分界往往发生间题
。

表
、

犷 标准片中同密集度伪解区扩
」

产生差异是很常见灼
。

提示修订标准片时
,

选

明确的混合阴影是值得探讨的
。

7
.

本次研究还注意到阴影形态记录方式

也应作研究
,

以避免或减少混合型影对诊断差

异的影响
。

·

一
`

:

一
’ 。

附树忆夸物
c和弹写胸膜阴影的芷式描述

重复
。

还应增加 a x 一 项以
一

解决有明确水阴影

融合趋势
,

而又不够标准片所示小阴影聚集亚
`

的程度时作记录的伺题
。

I

J、

上表可见同形态同密集度的样本
,

不仅在

特定标准片中出现
,

也可在其它标准 片 中
.

出

现
。

q
:

共 1 6个肺 区声
2

有加个肺区
。

这些肺区同

是 2 级密集度
,

但高低有差别
、 因 此 出

.

现 用

I : 标准片比
,

密集度不够 2 ,

但用另一张标

准片 比就能判定为 2
。

这是 2 级密集度差异大

的主要原因
。

也提示 2级密集度标准片应在修订

时加以调整
,

特别是 l 、
与 I t 。

因为它在全套
3 2张标准片中不是最低者

,
一

没有体现低限片的

原则
。

局部小阴影密集度较高
,

特别是 念级密
:

集

度时
,

常因判定仅一个肺区为 3 或有两个肺区

够 3 而发生差异
。

若是局部小阴影密集度高的

部位并不整齐落在标准肺区区划上时更易出现

上述差异
,

其结果致密集度评估差一级
。

小阴影形态判定差异也会对密集度判定产

生影响
,

实践证明q与 t 的 2级密集度差异最大
。

用 q作观察够 2 级密集度的
,

再用 t作比较常不

够 2
。

r 与u也有差异
, r
形 2级密集度改用 u作对

比
,

似够 3 级
,

而 q与 t及 r与硒种形态阴影混

合存在的情况较为多见
。

6
.

经验证明
,

全片小阴影只是单一形态

的情况较为少见
。

同是类圆形小阴影或不规则

形小阴影
,

可混合存在不同直径或不同宽度影
,

如 q与r混合
、

s 与 t混合 ; 类圆形小阴影与不规

’

根据本再试验
? 应用标准片作分类时

,

异
示 《 1 9色6尘肺诊断标准》 诊断重复性良好

。

结

合实践经验说明 I 期起点诊断的重复性问题解

决得最好
。 一

重复性较差的环 节是 工与 I 诊断分界
、

小

阴影 2级密集度的上
、
下限

。

提示标准片中 。 级

密集度特别是 I q 与 I
t

需作调整以体现低限片

原则
。

本文结论认为标准片应用价慎好
,
但应重

视棍合形态阴影的密集度标准等技术难点
,

以

求解决
,

在修订标准 (已列入国家七五攻关计

划 ) 时提出新片
。

此外
, 《标准》 记录表格

、

附加代号也需改

进
。

胸膜阴影分类宜简不宜繁的原则是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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