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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发白区
、

斑片条的 X线分析
,

及其诊断意义

乌鲁木齐矿务局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新疆煤矿医院

刘培成 张 盾 范秀珍 赵康馥 苏汉新

提 要 作者报告经X 线和临床证实无肺结核或其他非尘源性病变 的尘肺发 白区
、

斑片条 2 07 例

( 20 刀1 354。例
,

1
.

53 % )
。

对发 白区
、

斑片条的X 线形态学表现及其诊断意义作了详细的分析
。

并对尘

肺发白区
、

斑片条和小阴影的关系及病理基础以及鉴别诊断进行了讨论
。

关键词 尘肺 发白区 斑片条影

尘肺发白区
、

斑片条
,

是近年临床X 线形

态学诊断上的新概念
。

我国 1 9 8 6年发布的 《尘

肺X 线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工, ,

将发白区
、

斑片条纳入重要诊断指标
,

这是我国尘肺诊断

的经验总结
。

这在 IL O 尘肺国际分类
` , ,

和国外

其他文献中均无记载
。

本文报告经 X线和临床证实无肺结核或其

他非尘源性病变的尘肺发白区
、

斑 片 条忿。7 /

1 3 5 4。例 (1
.

叱% )
。

现就 X线形态学表现
、

诊断

意义及其鉴别进行分析讨论
。

片
,

以尽可能达到确实性强的目的 (本组病例

一系列 X线胸片
,

均经新疆自治区 (省 ) 尘肺

诊断指导小组定诊 )
。

观察对象与方法

胸片来源
:

胸片来源于本区煤矿 接 尘 工

人
。

均为男性
,

系采掘混合工种
。

平 均 年 龄
5 3

.

8 0岁 ( 3 0~ 9 4岁 )
。

平均接尘工龄 2 0
.

0 3年

( 3 ~ 4 6年 )
。

检查方法
:
本组病例均摄正位胸片

。

摄侧

位片和准高千伏 /高千伏带滤线器 摄影者
〔3 ,

各

为仑1 / 2 0 7例 ( 4 3
.

9 6% )
,

直线体层摄影者 8 9 /

2 0 7例 ( 4 3 % )
,

X 线放大摄影者
“ 〕

9 7 / 2 0 7例

( 4 6
.

8 6% )
。

阅片方法
:
按 1 9邪年 《尘 肺 X 线诊断标

准 》 对 1 3 5 4 q
一

例煤工胸片进行集体阅片
。

其读

片次序为随意无规律排列
。

对检出之发白区
、

斑片条胸片
,

均逐例与国家标准片 ( 1 9 8 6) `”
作

对照观察
,

并按设计表格作详 细 记 录
。

对 有

争议的及部分特殊病例还作间期复读 系 列 胸

结果与X 线分析

一
、

发白区

本组计发白区 1 6 / 1 35 40 例 (0
.

1 2 % )
。

X 线

表现
:

单侧者 1 0 / 1 6例 (右 7
、

左 3 )
,

两侧者

6 / 1 6例
。

其分布多见于上中肺野 (第 1 ~ 2前

肋间 ) 之中外带
。

发白区呈纵行走向
,

沿胸廓

长轴分布
,

平均长 9
.

45 cm
,

宽 2
.

82 cm
,

长径明

显大于横径
。

发白区呈薄雾样大片状阴影
,

密

度外浓内淡
,

越向内密度越淡
,

与正常肺野境界

不清
,

难以辨认 (内侧和下缘 )
。

外缘多与侧胸

壁相连
,

随病程之进展
,

外缘出现孤形气肿带
,

其境界就变清楚
,

并与侧壁分离
。

随时间的推

移
,

发白区之轮廓逐渐变清楚
,

密度不断增高
,

最后发展为典型的大阴影
。

随气肿带之增宽
,

大阴影可向心移位
。

发白区形成的时间愈短
,

其密度愈淡
,

范围亦较小
,

周 围多无气肿带
。

本组发白区作全肺直线体层摄影和准高千

伏 / 高千伏摄影者
,

分别为7 / 1 6例及 4 / 1 6例
,

在

平片上表现为发白区
,
而体层和准高千伏 / 高

千伏片均已显示明显的团块影 (大阴影 )
,

文

献亦有相同报道
〔 , , 。

提示体层和高千伏摄影有

助于对尘肺及时诊断
。

本组发白区作放大摄影者 7 / 1 6例
。

放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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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倍率为 2)
、

显示发白区之内部结构为细

小类圆影和 / 或不规则影以及微小的绒片状明

影
,

有的发白区来杂纤红的索条状影
。

平片表

现为发白区
,

而放大片显示为大阴 影 者 3 / 1 6

例
。

本组发白区发展为大阴影 ( 皿 )
,

最长时间

2 5年
,

最短 7年
,

平均姆
.

4 5年
。

本文 4例在发白区多次发生肺非特异性炎

症
。

追踪复查
,

发现发白区向大阴影 进 展 较

快
,

提示炎症可能系促进尘肺发白区融合的重

要因素之一
。

二
、

斑片条

本组斑片条计 1 9 1 / 1 3 5 4 0例 ( 1
.

4 1% )
。

X

线表现
:

单侧 9 3 / 1 91 例 ( 48
.

69 % )
,

其中右 54

例
,

左39 例 ; 双侧9 8 / 1 91例 (5 1
.

31 % )
。

右侧先

出现者居多
,

故左侧斑片条常小于右侧
。

其斑

片条位于上肺野者 1 7 3 / 1 9 1例 (90
.

5已% )
,

少数

位于中下肺野
。

与胸
.

廓长轴一致
,

与后肋相垂

直
,

呈直线自上而下延伸
,

纵贯多个肋间隙范

民 并跨叶跨段分布
。

斑片条平均长 9
.

08
e
m

,

宽 2
.

邺 cm
,

有的甚长
,

几 可纵 贯全肺
。

病变

一般外不靠胸壁
,

内不连肺门
。

有时呈现粗细

不一的索条影与胸外侧壁垂直相连
。

斑片条多

由三种形态所组成
;
斑点状阴影 ( 4 ~ 10 个左

右
、

边缘较清楚
、

密度较高 ) ; 不规则小片状

阴影 ( 4 ~ 5 个左右
,

密度较淡
,

大小不等 ) ;

不规则索条状阻影
。

上述三种形态
,

可三者同

时出现
,

亦可以某一种或任意两种占主要优势

出现
。

同一病人的两侧斑片条不仅 分 布
、

大

小
、

范围可有差异
,

且三种形态结构的组合也

有明显的不同
。

本组病例追踪观察表明
,

斑片

条在发展中其三种形态的原有组合优势
,

可发

生变化
,
并非固定不变

。

观察提示
,

斑片条形

成的时间愈长
,

其斑点阴影
、

小片状阴影及纤

维索条影的数量愈多
,

索条变粗大
,

病变渐趋

聚集
,

相互连接
。

其周
`

围呈现气肿带
,

靠侧壁

的外侧缘狡为显著
,

塞片条密度增高
,

边缘逐

渐清楚
,

并向长宽发展
,

尤以纵向增 长 为 朋

显
,

最后可形成绳索状
、

发辫状之融合团块
,

并有向心移动趋势
。

本组部分病例
,

显示上肺

野之斑片条发展成大阴影之后
,

在其下方之中

下肺野又出现新的斑片条影
,

上与大 阴 影 相

连
,
宛似衅鲜状

。
,

笔者称之为再发性斑片条
。

观察发现
,

斑片条的形成可在肺野出现大 阴影

之前
,

亦可在肺野已有大阴影的情况下出现斑

片条
。

本组斑片条作全肺直线体 层 者 8 5 /工9 1例

(4 4
.

5。% )
,

体层在显示斑片条之周边气肿显著

优于平片
。

平片显示斑片条而体层提示为大阴

影者41 / 8 5例 (4 8
.

24 % )
,

表明体层检查对大阴

影的显示具有重要价值
。

本组斑片条发展为大 阴影 <皿 )
,

最长时间

2 6
.

33 年
,

最短工 2 5年
,

平均 1 2
.

67 年
。

讨 论

1
.

发 白区
、

斑片条和小阴影的关系及其

病理基础
二

本组发白区 16 例
,

斑片条19 1例
,

其

胸片背景有类圆形小阴影和混合小阴影者分别

为 1 5 0 / 2 0 7例 ( 72
.

4 6% ) 和 5 7 / 2 0 7例 ( 2 7
.

5 4% )
,

表明以类圆形小阴影占优势
,

与文献报告相似

(7 3
.

81 % )
` ,〕。

其形态以 p或 s为多 ; 少数为 q或

七
。

提示发 白区
、

斑片条的出现与小阴影有密

切关系
。

与一般 r 病例胸片相比
,

其小阴影

出现的范围不广泛
,

多不超过四个肺区
。

其密

集度多为 1
、

2 级 ( 96
.

05 % ), 极 少数为 O级

(3
.

95 % )
。

根据本组 X线放大摄影租准高千

伏 / 高千伏摄影之观察
,

发白区和斑片条内显

示的多数细小的类圆影和 / 或不规则影
,

及小
、

绒片状影
、

斑点
、

索条状影
,

使局部肺野形成

透亮度减低的薄雾状淡影或斑片条影
,
随时间

的递增和病程进展
,

其病变数量浑渐增多
,

体积

增大
,

密度增高
,

边界逐渐清楚
,

在此基础上

小圆影不断聚集和间质纤维化相互靠拢
,

衔接

汇合成不规则片条或索条
` 6 , ,

继而逐渐发展成

为大阴影
。

此时
,

发白区内小圆影的轮廓多难

以分辨
。

有人通过对可疑矽肺 (0 一 I ) 的病理

与X线对照研究表明
` , , ,

其生前胸片呈现两上

肺野斑片条影或肺尖胸膜下少数模糊点影 (生

前疑为肺结核 )
,

于尸检病理证实该区发现的

为粟粒大小的矽结节
,

肺泡间
1

隔
、

肺细叶及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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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间隔有大量粉尘沉着及纤维组织增生等
。

随

时间推移
,

斑片条逐渐增大
,

表现为进行性块

状纤维灶
。

其抗酸染色阴性
,

病灶及其周围未
见结核反应

_

`
朽

。

此等病理变化可解释发 白区
、

斑片条的X线形态学所见
,

也与本文 X 线观察

相吻合
。

以上资料表明
,

发白区
、

斑片条可真

实地反映尘肺纤维化病变及其程度
。

2
.

鉴别诊断
:

斑片条形成的初期
,

范围

较小
,

位置较高
,

可出现于一侧之第 一 前 肋

间
,

锁骨下区或涉及肺尖
,

其部位及形态拟似

再染型肺结核
,

鉴别诊断有一定的难度
。

本组

初期晚诊或误诊为肺结核者 38
.

22 % ( 7 3 / 191

例 )
。

发白区之初期面积较小
,

若位置偏高
,

主

要易误诊为结核渗出性病灶
。

本组晚诊或误诊

者部 j % (6 八右例 )
。

文献报道斑 片条
、

一

发 白

区尚未进入 皿期以前误诊为 肺 结 核 者 高 达

4 5
.

2 6%
` s , ,

本组为 3 8
.

2 6%
,

( 79 / 2 0 7 例 )
,

说

明提高其鉴别能力颇为重要
。

发白区
、

斑片条

和肺结核虽多在上肺野
,

但结核一般分布不对

称
,

形态不规则
,

密度不均匀
,

大小不一
,

循

肺段分布
,

而无纵轴走向趋势
,

亦无 灶 周 气

肿
。

结核浸润渗出病灶边缘不清或 同时存在钙

化硬结二纤维病灶
。

结核病变之周围多有
“

卫

星
”

灶和 / 或肺门引流征
。

重视 X线动态追踪观察
。

密切结合临床进

展规律
、

系统观察胸片的动态变化
,

以可靠地

排除非尘源性病变
,

这对避免误诊具有重要意

义
。

早期病例在缺乏系列随访胸片时
,

判断较

为困难
,

应十分谨慎
,

不可轻易定诊或否定
。

合理应用体层
、

高千伏 (准高千伏 )
、

放

大摄影等特殊检查技术
,

有助于全面观察发白

区
、

斑片条之形态并为鉴别诊断提供依据
。

发白区
、

斑片条是单纯性尘肺向复杂性尘

肺即进行性大块纤维化 ( PM F ) 过渡阶段的特

殊发展类型
,

是尘肺大阴影的一种先期表现
,

也是大块纤维化病变出现的一种先兆
。

实践证

21

明
,

尘肺的此等表现并非罕见
,
本组 检 出 率

1
.

5 3% (2 0 7 / 2 3 5 4 0 )
。

文 献 报 道 为 2
.

1弓~

6
.

2 3% ( 1 3邝吞5
,

22 6邝0 5 6例)
〔 , , ` , , ,

高 于 本

文
。

1 9 8 6年国家尘肺诊断新标准规 定
,

发 白

区
、

斑片条列入 r 诊断指标依据之一
,

其密集度

只作为背景记录
,

而不能作为诊断依据
。

这对

克服尘肺诊断期间过大缺陷
,

减少尘肺诊断上

的
“

越级
”

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

因此
,

认证发

白区
、

斑片条的X线征象
,
有利于对尘肺患者

的及时诊断
、

早期调离和治疗
。

并提示其在尘

肺病理发展过程中所处的程期
,
及在诊断中的

地位与价值
,

这将有助于提高尘肺诊断的一致

性
,

减少对尘肺的迟诊
、

漏诊或误诊
,

并对随

之而来的大块纤维化 (大阴影 ) 保持警惕
。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 《尘肺 x 线 诊断 标准》 :

G B S白合6
一君6

.

北京
:

国家标准 出版社
,

1 9 8.6

2
.

IL O
.

G u ide li ne s fo r t加 u s e of IL O i n t e r n -

a t i o n C l a s s if i c at i o n of r ad i o g r

ap h s o f Pn e u -

m o e o n i o s i s
.

R e v is e d e d i ti o n 19 8口
,

工L O
,

G
e n -

e V a ,
1 9 80

.

3
.

刘 培成
,

等
.

准高千伏加滤线器摄影诊断煤工尘肺大块纤

维化 的价值
.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拍 88 ;
6( 3)

: 1 5.9

4
.

刘培成
.

放大摄影对煤矽肺大块纤维化的诊断价值
.

第三

届全国放射学学术会议论文汇骗 1a9 如妇
.

5
.

张碧莲
.

尘肺大块纤维化病变性质 的探讨
.

研究论 文选

集
.

职业 医学 19 8 3 ; 3 8
.

6
.

李洪珍
,

等
.

煤矿尘肺的基本病理变化
二

煤矿医学 1 98 2摊

增刊 ( 1 )
:
6 5

.

7
.

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
,

等
.

14 例可疑矽肺 X线与病理

对照分析
.

卫生研究 19 78
; ( 1卜么3

.

8
.

王 文举
,

等
.

2 19 例煤工尘肺X 线胸片不规则形小钥影动

态回顾分析
·

全国煤工尘肺诊断标准研究资料选编 1 gB叔

5 9
-

9
。

四川省煤工尘肺诊断标准研究协作组
。

2 0 56 例煤工 胸片

新
、
旧 诊断标准的比较分析

.

职业 卫生与病伤 1 9皿
; 2 ( 1)

:

4
。

10
.

中国煤矿工人泰安疗养院等
,

编
.

尘肺
.

1 985
;
邵

。



` s

撇
e E D 八

.

l a t e t y P e a s们卫n a
m ig h t b e a n

乒m m u n o l嗯 ie r 。 。
po n se m

e di 时e d b y Ig G
.

K ey w or d s :

E t h y l e n e d i a m i n e l欲e t 了P e

韶t hi l 飞a s P e e i工i e a 武i b o d y B r o n ch i a 1 P r oV 0 c -

a t io n t邵 t P a 七h o g e 且二c m e c h a n 〕51 1 1

N e u r o l o g i e a l a n d E l e e t r o n e u r o m -

y o g r a P h i e A s s e s s m e nt i n 1 3 0 w o r k e r s

圣
·

:x p o s e d t o C a r b o n D i s u l f id e

Z h a n g S h ou l三n
, e t a l

1 3 0 w o
政

e拐 ( 9 4 11 , e n a n d 3 6 、 v o n l e n) e x -

P os e d t o e a比 o n d isu l f i d e (C S Z ) f r

om
a r拜y叭

f ac t o yr w e
er

e x a m i拙 d i n 1 9 5 ,
,

t h e y h a d

e x P os e d t o C S : 4 t o 2 6 ( rn e a n 2 7 ) y e a r s
.

T h e

e o l」丈, e n t r at ion
s of C S : i n t h e a i r of w o kr P l a c e

w e r e

om
r e t h a n , C工 l瑶 /m

3

om
s t l y a n d r e a

hc l n g

l o o n名 / m
3 o CC a s沁 n a l l y

.

P h y s i e a l a n d n eu olr
o -

g ic al 既
a m in -at : on

s 丫叮e er d o n e .

丁h e E N M G

w a s e a r过e d ou 七 w 全Lh a D a时 e c 2 0OCe E M G

g y时 e m erC
o r d ign

11T以沈 l e P优e n t i a l s m o t叮
e
on d u e七i o n v e l oc 计i e s (M CV ) a n d s e sn o r y

c Q n du e ti皿
v le oc 计ise (S CV )

.

R郎 u l t s s h o 、 v e d t h a t ht e i n i ti a l s y m P粉

。 n 飞5 o f w o水 e sr w e er h e a d a
hc

e ,

f iat gU
e ,

d i z卜

玉n e s s a n d d以 e ir o r a t i o n of m e m o
yr

。
5 7 c

as 留

hs ow
e d s y n u l l e t icr al d is t a l s e n s o

yr 吸n d o n

er f l e x e s d加 in ihs e d i n 1 9
.

2 % of ht e s u l〕 jec t s .

E N M G a b n o

mr
a l i t ies In a n i f e s ted

a s icn er
a s e d

p ol y p h as ic
lon

tor u n it p ot e nt i缸 s ,

d eC
r e a s e of

i n 七e对 e代cn
e r e e

ur it p l e n t P毗
e
rn

a

dn Polr
o n矛

a 七iD n of d i s七a l l at ecn
y of m o t o r a n d s

en
s o叮

.

n e

Ver
s

.

T o t a l l y 1 1 0 粗 bj ect
s 迈 ht i s g找 u) P

s h口丙 e d im P a i r n 飞e n st of fu cn t i o n s
of p e ir p he arJ

n e r V e名 。

eK y w o r d s : C S : E N M G p of yn eu
r
op

a ht y

S t u d y o n C h r o n i e H a z a r d o f N i t r o -

m e t h a n e t o H u m a n B o d y

B a i R u y i
,

et al

90 w o r k e sr w h .o h va e e X P o s e d ot n 计T伽团 eL

ht a n e fo r z~ 1 0 y e a sr w e r e i n 刀 e s t ig at e d i n

七址
s七du y

.

T h e 玲su l st hs o w e d ht at ht e

w o r k e r s w l也 l o n g
一 t e r m e x p o s u er ot n 计忿on 卜

e伍 a n e of Io w e o n c e n t at io 了l ( 1
.

3~ 2 7
.

4m g /m
,
)

h a d 而 dl n e u份 .st 讹 n记 a

dn
l刀山比 o s al s t边 lu alt lo n

。

T h e l e v e l s o f R B C a n d H b a n d t h e a d iv i -

t i e s
of A K P a n d C h E w e er icn

r e a s e d
.

T h e s e r u目

m lve e l o f T 3 w a s s i g n if 记 a n七l y d eC er ac e d
.

tI s e e 刀以 e d t h at t h e s e e h a n g e s
加 g h t b e

us de as b l o 刀几o n it o ir gn 运 d ic es fo r t h e w o
众

e招

of n i七r伽们 e七h a
en

.

K e y w o 找15 :

in 七r创m eL七h a n e c 双招 s 加 v e s

鳃毗加吐

M e a s u r e m e nt a n d E v a lu a t i o n o f H e

a r i n g P r o t e e t o r s A邹 i sn t Im Pu l s e N o i s e

L iu C h a
吧

c h u n

T he at t

~
at 沁 n r at e of ae

r P l u g s a n d e

a-r
n r以 f fs

me
a s u犯 e d at ht e l o w f er 叫

e
cn i6s ( 1 2 5

I几
,

2 5 0 1
.

12 ) d id n o t e x c e
de 2 3 d B

.

T h e
ab i l iyt

o f

aer P I峪 (E A
.

R
.

) 运 了e d cu 运9 n D j启e is 址留玲望

ht a n e a 力卫 u f f s at l o w f er q u e n c协 5 .

T h e 鱿七已n U -L

at i o n of jo i n de us
e of ae 印 lu g (E

.

A
.

R
.

) a n d e a-
r m uf f w as 6~ 18 dB h lg h e r bt an 恤a七 of ir dL e P卜

n d e n t us e
of ae 印 fu g or ae r n 川以ff

.

T h e r e s u l怡

比
。 w de bt at ht e p ort

e c t i o n
of he

a对刀9 at l o w

fer qu
e n ￡

ieS 始
mu ch lr 旧 r e d迁f沁ul 七 ht an 切毗

at ih g h e r f r e ql le n c ie s ,

t h e n w 习u
ld of fe r an

es
s e川i al d at e

fo
r 加 rt he

r

加P r o v in g th e p卜

e et d io n of 加韶迈 9
.

eK y w o r d s : p到元ec 仪 )r a’ tt e n u鱿ic o of n( is) e

he
a到刀9 10 5 5

X一
a y A n a l y s i s o f W h l t e A ear

s

a n d P a t e卜 s tr e a k S h a d o 、 v s a n d it s D饭~

g
osn

t ic S i g n i f ic a cn e f o r p n e u

mo
c o n

ios is

L iu eP i e h e
gn

, e t a l

T七e a u lt lc )r 5 r e POrt
e d 2 0了 c a ` e` of P n .e u 刃Qo卜

伽而C幼吕 w 针 11 w hi 加 ar e韶 a 』川
.

p袱;cl --1 滋 r e
砍

s b卜

朗
。

哪 ( z
。
5 3%

,
2 0 7 / 1 3 5 4 0 c

ase
勺 i n 加nL 郎

,
硒由。

d i d J1( )t c

om P l i c a t e d w i ht Pul m
o n ar y t u b e r CU I-

璐; 5 or ot h e r

细唱 d i s e 邵es
, a n d d加。邓 s e d lt 班让

由a乎沁就 ic 滋g 时f i c

拟
e T h e r e l a ti Q n 】祀 tw 以城

诚 sm all
s h a

do 仍
a n d het w h iet ar e

as
a l记

p at d卜 s 切e
ak 曲

a do w s ,

廿份 l r p川沮 o1 0 g ic 吐 b a s l s

a n d id 任 e r e

int ia id a gon
s i s

we er al so id 吕c u s
se .d

K e y 丫叮o r ds
: p力.e u m o c OJ 吐佣 i s w址et a r e a

p时 c h
一

滋 r e
ak de 朋 ly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