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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尘肺 X 线诊断标准 》 的修订版本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 1 0 0 0 5 0)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根据尘肺诊断的质量控制要求
,

必须先修订执行

标准
。

经多年酝酿
,

全国取得基本共识
,

《尘肺 X 线诊

断标准 》 ( G B 5 9 o 6~ 86 ) 附录 B 及 D 的修订水到渠成
。

修订起草在国家尘肺诊断鉴 定委员会的直接参预下
,

由尘肺影像学组以组织学术讨论的方式
,

综合各家建

议完成
。

经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职业病诊断标准分委

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审议
,

以全票赞成
、

无票反对的一

致赞成票获得通过后报国家技术监督局审批中
。

本次 《标准 》 附录修订的主要内容
:

( l) 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对于标准表述规则的要

求及标准管理格局的有关规定
,

标准名称改为《尘肺的

X 线诊断 》 ;
标准注明

“ n e q I L O
s 一

h 2 2
:

1 9 5 0
, , ,

表明

非等效采用国际劳工组织
: “

职业安全与健康系 列 22

( r e
v)

:
1 9 8 0 《国际尘肺 x 线影像分类 》 ”

中的重要技术

原则
,

也说明了与国际接轨的采用程度
;
表述格式有细

微变化
;
将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后交由卫生部与技

术监督局共同发布执行
。

(2 ) 在附录 B 中加入明确的胸片
“

基本要求
” ;
并

规定各级胸片特别是三级片的判定标准
;

( 3) 在附录 D 中明确提出摄片要用高仟伏技术及

摄片的设备要求
。

原 《标准 》 质量标准规定的由低仟伏技术所摄胸

片
,

清晰度差
;
基层胸片质量问题已不是一般性问题

,

影响尘肺诊断质量
。

由于原标准中对三级片的应用含

糊其词
,

为诊断质量控制留下隐患
。

《尘肺 X 线诊断标准 》 与国际有关标准即 I L O
-

1 9 8 0
“

国际尘肺 X 线表现分类
”

接轨的特殊间题在
:

后

者并非严格意义的
“

诊断标准
” ,

它仅仅提供一种观察

尘肺胸片 X 线影像并以通用方式记录分类结果的方

法
。

其
“

标准片
”
也不是作诊断用的依据

,

而是在作读

片比较时作参考的基准
。

国际惯例是采用分类法要与

本国的
“

诊断规则
”
相结合

。

我国有独特的尘肺诊断体

系
,

也 早 已 为广大 医 务 人员及工 人群 众所熟 悉
。

G B 5 9 o 6
一
8 6 研制中

,

就 已充分吸收了 IL O 一 1 9 8。 的精

华
,

采用了尘肺影像名词 及其定 义
、

影像密集度概念
、

应用
“

标准片
”
的方法及统一尘肺 X 线影像观察方法

等重要技术原则
,

并将其纳入我国尘肺诊断体系
。

目前

将摄片方法用高仟伏技术加 以规范
,

则在接轨问题上

又大大的前进一步
。

这种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情况
,

可

称为非等效采用
,

也符合国际惯例
。

现将修订版本的实质部分
:

附录 B
、

D 以及 E 的部

分条文介绍如下
。

附录 B (标准的附录 )

胸片质 t 与质 t 评定

B l 胸片质量

B l
.

1 基本要求
a )包括两侧肺尖和肋隔角

、

胸锁关节基本对称
,

肩

脚骨阴影不与肺野重叠
。

b) 片号
、

日期及其他标志正

确
,

排列整齐
,

位置适当
。 。 ) 照片无伪影

、

漏光
、

污

染
、

划痕
、

水渍及体外物影像
。

B l
.

2 解剖标志显示
a ) 两侧肺纹理清晰

、

边缘锐利
,

并延伸至肺野外

带
。

b ) 心缘及横隔面成像锐利
。 。 ) 两侧侧胸壁从肺尖

至肋隔角显示良好
。

d) 气管
、

隆突
、

及两侧主支气管

轮廓可见
。

并可显示胸椎轮廓
。 e ) 心后区可见粗大肺

纹理
。

f) 右侧隔顶一般位于第十后肋水平
。

B l
.

3 光密度测量
a ) 上中肺野最高密度 1

.

45 ~ 1
.

75
。

b) 隔下最低

密度小于 。
.

30
。 c ) 直接曝光区密度大于 2

.

50
。

B Z 胸片质量分级

B 2
.

1 一级片 (优片 )

a ) 符合胸片质量基本要求 ;
b) 解剖标志显示佳 ;

。 ) 密度测量值符合以上要求
。

B 2
.

2 二级片 (良片 )

不完全符合一级片质量要求
,

但尚未降到三级片

质量的程度
。

B 2
.

3 三级片 (差片 )

具备下列情况之一者为三级片
,

不能用于尘肺初

诊
。

a) 不完全符合胸片基本要求
,

其缺陷影响诊断区

面积之和在半个肺区至一个肺区之间
。

b) 两侧肺纹理

不够清晰锐利
,

或局部肺纹理模糊
,

其影响诊断区面 积

之和在半个肺区至一个肺区之间
。

c ) 两侧肺尖 至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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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间的侧胸壁显示不佳
,

气管轮廓模糊
,

心后 区肺纹理

难以辨认
。

d) 吸气不足
,

右侧隔顶位于第八后肋水平
。

e ) 照片偏黑
,

即上中肺野最高密度在 1
.

85 ~ 1
.

90 之

间 ; 照片偏白
,

即上中肺野最高密度在 1
.

30 一 L 40 之

间 ; 灰雾度偏高
,

即隔下密度在 0
.

40 ~ 0
.

50 之间 ; 直

接曝光区最高密度在 2
.

20 一 2
.

30 之间
。

B 2
.

4 四级片 (废片 )

胸片质量达不到三级片质量要求者为四级片
,

不

能用于尘肺诊断
。

附录 D (标准的附录 )

x 线检查的技术要求

尘肺 X 线检查必须使用高仟伏摄影技术
。

凡不符

合以下设备及技术要求者不能进行尘肺 X 线检查
。

D l 摄影器械设备

D l
.

I X 线机

最高管电压输出值不低于 1 2 5k V
,

功率不小于

ZOkW
。

D l
.

Z X 线球管及窗口过滤

a ) 旋转阳极 ; b) 焦点不大于 1
.

Zm m ; 。 ) 窗 口总

过滤 2
.

5一 3
.

s m m 铝当量
。

D l
.

3 滤线栅
a ) 栅密度

:

不小于 40 线c/ m ;
b) 栅格比

:

不小

于 10
:

1 ; 。 ) 栅焦距
: 1

.

s m ;
d) 规格与胶片匹配

。

D l
.

4 增感屏
、

暗盒

a) 一般使用中速增感屏
,

b) 增感屏无污点 , 。 )增

感屏的分辨率不低于 7线对 /m m ; d) 增感屏和胶片接

触紧密 ; e) 暗盒不漏光
。

D l
.

S X 线胶片

a) 一般使用通用型 (手显
、

机显 ) 胶片
,

提倡应

用适合胸部摄影的专用胶片 ; b) 蓝色片基
; 。 ) 本底灰

雾小于 0
.

2 0 ; d ) 规格
:

3 5 6 m m 只 3 5 6m m (有时称 1 4
` ,

X 1 4
,`
) 或 3 5 6m m X 4 3 2m m ( 14

ll
X 1 7

, ,

)
。

D l
.

6 电源

a) 电源应符合 X 线机的额定要求 ; b) X 线机需

独立供电
,

不与动力电器共用电源
; c ) 电压降不大于

1 0 %
。

D Z 摄影技术

D 2
.

1 调整摄影条件

摄影时应参考过去的胸片调整摄影条件
。

D 2
.

2 准备及体位要求
a )被检查者应将胸壁紧贴摄影架

,

双脚自然分开
,

双臂内旋使肩脚骨尽量不和肺野重叠
;
b) 焦一片距

1
.

80 m ; 。 ) 调整球管位置
,

中心线在第六胸椎水平
;

d ) 曝光应在充分吸气后进行 ; e ) 以后前位胸片为准
,

必要时加侧位
、

斜位或体层摄影
。

D 2
.

3 摄影条件

a) 根据 X 级机的具体情况使用 120 ~ 1 40k V 进行

胸 部摄影 ;
b) 根据胸厚确定曝光量

,

一般使用 2~

s m A s ,

曝光时间不超过 。
.

1 秒
。

D 3 暗室技术

D 3
.

1 暗室必须符合工作要求

D 3
.

2 人工手洗
a )原则上要求恒温定时

,

药液温度应控制在 20 一

2 5 ℃之间 ; 显影时间 3~ 5 分钟 ; b) 定影要充分
、

流水

冲洗要彻底 ; 。 ) 必须使用合格的专用安全灯
;
d) 及时

更换显
、

定影液
。

D 3
.

3 自动洗片机

严格按照自动洗片机要求的规程进行
。

附录 E (提示的附录 )

正确使用标准的说明

E l 关于
· · · · · ·

… …

E 7 关于胸片质量

E 7
.

1 关于肩脚骨阴影

胸片质量基本要求规定
“

肩脚骨阴影不与肺野重

叠
” ,

而在胸 片摄片技术要求的体位要求中又规定
:

“
… … 使肩脾骨尽量不和肺野重叠

”
。

这种叙述上的细

微差异表达的概念是
:

好的胸片是应该排除肩脚骨重

叠阴影的干扰 ;但实际应用中确有少数患者由于年龄
、

局部组织病理状况等原因
,

使肩脚骨阴影与肺野有一

定程度的重叠
,

难以完全避免
。

在高仟伏胸片骨骼影淡

化的前提下
,

若
“
两侧肩脚骨重叠影宽度均在 1。 m 以

内时
,

可不 影响一级片的评片结果
。

E 7
.

2 关于吸气不足的规定

单以隔顶位置作为判定吸气不足的解剖标志并不

完善
。

故称
“

隔顶
`

一般
’

在 … …
” 。

实际应用中要综

合性的观察后作出判断
。

(收稿
:

1 9 9 5一 ] ]一 2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