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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 X 线诊断读片个体差异分析
浙江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3 1 0 0 0 9) 何小平 丁孝悖 倪婉香 方兴林 哀伟明 全长健

提 要 本文采用浙江省尘肺诊断考核资料
,

将 75 名专业人员的个体尘肺诊断结果与省尘肺诊断鉴定

组群体诊断结果进行比较
,

结果各期尘肺诊断总准确率为 71
.

31 %
,

其中 l 期最高达 100
.

00 %
,

. +
最低为

5 5
.

5 6%
。

密集度判定以不够 1 级准确率最高
,

为 72
.

22 %
,

1 级和 2 级分别为 68
.

27 %和 56
.

03 %
,

3 级最低

为 4 3
.

9 4 %
。

类圆形小阴影判定准确率高于不规则形
,

前者为 75
.

95 %
,

后者为 31
.

5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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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的 《尘肺 X 线诊断标准尸
〕

颁布至

今 已有 10 年
,

人们对新标准的理解和掌握程

度较过去大有提高
,

但尘肺读片的 X 线诊断仍

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个体差异
,

有关这方面的

资料 至今未见报道
。

为了提高尘肺诊断工作者

的诊断水平
,

避免或减少诊断中的误差
,

我们

根据浙江省尘肺诊断考核资料
,

将尘肺诊断中

存在的个体差异加以分析
。

1 材料与方法

1门 由省尘肺诊断小组的 6位专家在两千余

份胸片中挑选出各期优良尘肺胸片 3 75 份
,

逐

一编号
,

每份胸片按小阴影的形态
、

大小
、

密

集度
、

范围及其他情况逐项记录
,

并标以尘肺

期别
,

以作标准答案备用
。

1
.

2 在考核前省尘肺诊断组组织各市地选派

的 75 名专业人员进行 3 天的理论学 习和胸片

分析 (包括尘肺和非尘肺胸片分析 )
。

1
.

3 参加考核者从已备好的胸片中任意选出

5 张
,

进行考核
,

并仔细逐项填写 《个人胸片

读片记录表 》
。

2 结果

将考核结果与备用的标准答案进行对照
,

结果如下
。

2
.

1 各期尘肺诊断结果准确率 见表 1
。

从表 1 可见
,

总诊断准确率 为 71
.

31 %
,

其

中 l 期和 l ` 最高
,

为 10 0
.

00 %和 94
·

12 % ; 0
,

0+
,

I 期分别为 7 5
.

7 6%
,

7 2
.

0 0%和 7 3
.

2 4 % ;

I +
为 6 3

.

6 4% ; I 期为 5 7
.

8 9% ; l + 最低为

5 5
.

5 6%
。

表 1 各期尘肺诊断结果准确率

尘肺期别 例数 准确例数 准确率 (% )

:
+

::

:;

2 5

3 6

5 2

2 l

3 3

3 5

3 2

合计 3 7 3 篆

7 5
.

7 6

7 2
.

0 0

7 3
.

2 4

6 3
.

6 4

5 7
.

8 9

5 5
.

5 6

1 00
.

0 0

9 4
.

1 2

7 1
.

3 1

2
.

2 小阴影密集度判定准确率 见表 2
。

从表 2 看出
,

不够 1 级密集度判定准确率

最高为 7 2
.

2 2%
,

其次 1级为 68
.

27 %
,

2 级为

5 6
.

0 3%
,

3 级最低为 4 3
.

9 4 %
。

表 2 密集度判定准确率

密集度 例数 正确例数 准确率 (% )

不够 1级

1 级

2 级

3 级

2
.

3 小阴影形态判定准确率 见表 3
。

从表 3 看出
,

类 圆形小阴影判定准确率比

不 规 则 小 阴 影 高
,

达 7 5
.

9 5%
,

后 者 为

31
.

5 8%
。

在类圆形小阴影 中
,

有 29 例病变未

被判别出 (占 9
.

6% )
,

误诊为不规则小阴影的

有 29 例 ( 占 9
.

6% )
,

其他判错肺 区只是阴影

大小上有所差异
。

不规则小阴影共有 57 例
,

其

中 1 0 例未被判出 (占 17
.

54 % )
,

17 例被误判

为类圆形小阴影 ( 占 29
.

8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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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小 阴影形 态判定准确率

小阴影 正确

例数

形 态 例数

误 判 为

p qr 5 tu

未判出
准确率 ( %)

5 57
.

5 0

18 5 5
.

5 0

26 7 0
.

4 5

3 22 113 14 082 144类
{
p

圆弓 q

形 {
r

9 2

6 17

3 3
.

3 3

3 1
.

5 8
2 5

.

0 0

5tU` 11,叹se|
、

不规形则

2
.

4 病变范围判定准确率 见表 4
。

表 4 病变范围判定准确率

密集度 病 变区 数 判对区数 准确率 ( % )

不够 1 级

1级

2级

3 级

从表 4 可 见
,

不够 1级密集度病变范 围判

定准确率较低为 4 6
.

5 1%
,

1 级
、

2 级和 3 级准

确率 基本相等
,

分 别为 5 9
.

7 6%
,

5 7
.

7 5%和

5 8
.

1 2%
。

3 讨论

尘肺 的 X 线诊 断分期 主要根据小阴影的

密集度和分布 范围
〔2 ,

由于大 阴影表现明显
,

容易判断
,

因此 皿期和 班 的诊断一般没有问

题
,

而 小阴影的判断则要 困难得多
。

《尘肺 X 线

诊断标准 》 将小阴影的多少分成 1一 3 级密集

度
,

并在数量上做 了一些规定
:

类 圆形小阴影

1 一 3 级分别为
“

一定量的
、

多量 的和很多量

的
” ,

不规则小 阴影 1一 3 级分别为
“

相当量的
、

多量的
、

很多量的
” ,

究竟小阴影数量达到何种

程度才够上述范 围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

完全靠诊 断工作者根据以往的工作经验
,

并对

照标准片来判断
,

诊断结果势必受到诊断者主

观 因素的影响
,

因此尘肺的诊断分期不可避免

地产生个体读片差异
。

根据本文资料
,

发现在判定密集度时的差

异最大
,

直接影响最终诊断结果
。

表 1
、

2 中显

示
,

不够 1 级和 l 级密集度判定准确率分别为

7 2
·

2 2%和 68
·

27 %
,

2级和 3 级密集度准确率

较低为 56
.

03 %和 43
.

94 %
,

最终尘肺诊断结

果除 班期和 n
十

外
,

以 O 卜

和 I 期准确率较高为

72
·

00 %和 73
·

24 %
,

I
十

一 I
+

逐渐下降
,

分别

为 6 .3 6 4 %
,

5 7
.

8 9 %和 55
.

5 6 %
。

本次考核
,

『

误诊为 I 期有 5 例
,

均因不够 l 级密集度错判

为 l 级所致
; I 期误诊为 +0 的有 n 例

,

其中

密集度和病变范围两项均判错的有 6例
,

单 因

密集度判错有 2 例
,

单 因病变范 围判错有 3

例
。

在实际工作中大家普遍体会到 旷和 I 期 的

诊断最为困难
,

因此我们在考核前着重复习了

O
一

和 I 期的诊断
,

并看了大量的尘肺胸片
,

这

可能是本资料中 +0 和 工期诊断准确率较高的

主要原因
,

另外也可能与类圆形小阴影 1 级密

集度定义 比较明确且较易掌握有关
。

而对 2 级

和 3 级密集度
,

虽然考核前大家曾反复对照标

准片进行读片
,

但由于各级密集度仅有一个模

糊数量范围
〔 3〕 ,

标准片只反映了密集度的某个

截面
,

当小阴影数量不与标准片相一致时就 比

较难以判断
,

从而产生误差
,

因此 2 级和 3 级

密集度的准确率就相应较低
。

《尘肺 X 线诊断标准 》 对各期别病变范围

有明确规定
,

本资料中病变范围判定准确率仅

5 0 %左右
,

但 由于每张胸片总的病变区数与标

准答案差异不大
,

因此对最终诊断结果没有造

成重大影响
。

尘肺在 X 胸片上的特征主要为小阴影 和

一5976ùù
40溉29816186410277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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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阴影
。

在尘肺诊断工作中仔细辨别
,

认真填

写阴影形态和大小
,

对于以后观察尘肺发生发

展规律及抗尘肺药物疗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

一

般对于大阴影的判别 比较容易
,

对小阴影则比

较困难
。

小阴影中类圆形小阴影 由于各病灶之

间密度一致
、

边缘比较清楚而比不规则小阴影

判断准确率高
,

而不规则小阴影 由于各阴影间

交叉重叠而很容易误判为类圆形小阴影
。

本资

料 中类圆形小阴影判定准确率为 75
.

95 %
,

不

规则小阴影为 31
.

58 %
,

其中误判为类 圆形小

阴影的高达 29
·

82 %
。

其他 直接影响尘肺诊 断结果的附加情况

如小阴影聚集
、

斑片条
、

局限性胸膜斑的例数

较少
,

由于比较典型
,

判断基本正确
。

本资料提供的胸片质量优 良
,

可以排除胸

片质量问题
。

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感到胸片质量

的好坏直接影响尘肺的诊断
,

一张曝光条件不

符或暗室技术欠缺的胸片都会影响小阴影的

显示效果
,

从而导致误诊或漏诊
。

因此尘肺诊

断首先应该抓好胸片的质量关
。

使用高千伏摄影技术拍摄尘肺胸 片是继

《尘肺 X 线诊断标准 》 颁布以来的一项技术革

新
。

我省使用该技术已有数年
,

并且 已在全省

范 围内逐步推广
。

尘肺高电压胸片不仅减少了

肋骨和周围软组织的影响
,

增加了肺野的可视

面积
,

而且可以清楚地显示深部肺组织病变
,

对于提高尘肺诊断结果 的准确性起 了很大的

作用
,

因此在我省已明文规定今后凡非高电压

尘肺胸片将不予诊断
。

为了提高尘肺诊断工作的准确性和一致

性
,

根据本资料分析结果和实际工作经验
,

我

们同意以下观点
。

( l) 尘肺诊断组必须由从事放射专业
、

肺

科临床和 劳动卫 生专业且热心于尘肺诊断工

作的人员参加
〔̀ 〕 ,

这样在尘肺诊断时考虑 比较

全面
,

可以避免许多误差
。

( 2) 必须保证胸片质量
,

最好使用
“

良
”

以

上胸片
,

尽量拍摄尘肺高 电压胸片进行诊断
。

( 3) 在判定密集度时除参考 《标准片》 外
,

更要注意肺纹理的改变
,

在标准中将肺纹理的

改变分成四个档次
:

清浙
、

尚可
、

部分消失和

完全消失
,

对密集度的判定很有帮助
。

( 4) 对尘肺诊断人员进行定期培训考核
,

有助于提高总体诊断水平
。

(本文承蒙浙江医科大学 裘茗萝教授指导
,

特此致谢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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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

V
。 :
)

, a d e e r e a s e i n t h e p r o p o r t io n o f m e a -

s u r e d v a l u e s w i t h p
r e d ie a t e d l u n g f u n e t i o n s

( % ) a n d h i g h e r p r e v a l a n e e s o f l u n g f u n e t i o n

a b n o r m a l i t i e s t h a n t h o s e o f t h e e o n t r o l g r o u p

A n a l y s i s o n I n d i v i d u a l D i f f e r e n e e i n X
一 r a y

C h e s t F i lm D i a g n o s i s o f P n e u m o c o n i o s i s

H e X i a o P i n g
, e t a l

T h e d i a g n o s t i e r e s u l t s f o
r p汉

u m o e o n i o s i s

m a d e b y 7 5 p r o f e s s i o n a l s i n Zh e j ia n g P r o v i n e e

a n d t h e P r o v i n e i a l D i a g n o s i s G r o u p r e s p e e t i v e -

l y w a s e o m p a r e d i n t h e p a p e r
.

T h e r e s u l t s

s h o w e d t h a t t h e a v e r a g e e o i n e i d e n e e r a t e b e -

t w e e n t h e n w a s 7 1
·

3%
,
t h e h i g h e s t a m o n g

t h e s e e o i n e id e n e e r a t e s w a s t h a t o f e a t e g o r y

l
, r e a C h e d 10 0 %

,
t h e l o w e s t w a s t h a t o f c a t e

-

g o r y l + , o n l y 5 5
·

5 6%
.

I n t h e iu d g e o f s h
a d o w

d e n s i t y
,
t h e e o i n e id e n e e r a t e f o r g r a d e l

,

2 a n d

3 w a s 6 8
.

2 7%
,

5 6
.

0 3% a n d 4 3
.

9 0% r e s p e e -

t i v e l y a n d t h e e o i n e id e n e e r a t e f o r t h e iu d g e o f

r o u n d
s
h a d o w

s w a s 7 5
.

9%
,

m u e h h i g h e r t h a n

t h a t o f t h e i r r e g u l o r S h a d o w s ,

3 1
.

5 8%
.

K e y w o r d s :
P n e u m o e o n io s i s

,

X
一 r a y d i

-

a g o n s i s
,

in d i v id u a l d i f f e r e n e e

E P i d e m i o l o g i c a l S u r v e y o n M a l i g n a n t T u m o r s

i n W o r k e r s o f F a c t o r i e s S y n t h e s i z i n g 0 11 f r o m

C o a l

W a n g J i n g h e , e t a l

T h e i n e id e n e e o f m a l i g n a m t t u m o r s i n t h e

w o r k e r s o f f a e t o r i e s s y n t h e s i z i n g 0 11 f r o m e o a l

w a s i n v e s t i g a t e d b y r e t r o s p e e t iv e e o h o r t s t u d y

i n t h e p a p e r
.

T h e

S M R o f l u n g e a n e e r

r e s u l t s

i n t h e s e

s h o w e d

w o r k e r s

t h a t

、 V a S

v i o u s l y i n e r e a s e d
,
t h e m o r t a l i t y o f l u n g C a ll C e f

、 V a S h i g h l y e o r r e l a t e d w i t h t h e d e g r e e o f o e e 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