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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和探讨煤尘肺的薄层 CT征象和诊断价值。方法　对 152例已经胸片分期的煤

尘肺作了 CT薄层平扫。结果　 CT征象多样化 , 对粟粒状、 斑条状、 蜂窝状阴影、 肺纹理改变、 胸膜下

弧线、肺间质纤维化和小叶型肺气肿显示率高。结论　薄层 CT对矽结节阴影的大小、密集度、范

围及分布区域的判断更明确有利于煤尘肺分期 , CT片的质量能得到保证和控制 ,对煤尘

肺的诊断应辅以 CT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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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Signs in coa l-wo rkers pneumoconio sis ( CW P) and their diagno stic v alue of

thin-sec tion com puterized X-ray tomog raph ( CT ) w ere ana ly zed and explo r ed.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fif ty-two ca ses o f CW P, w hose diagno ses w ere established by chest plain radiog r ams, w ere scanned at

thin-section CT. Results C T in CW P showed div er sified signs, most frequently in subplue ral line, pul-

monary inter stitia l fibrosis and centrilobula r emph ysema. Conclusion　 Size, density and distribution of

silicosis nodules w ere clea rer on thin-section CT , so the quali ty of diagno sis w as guaranteed, w hich was

helpful to staging o f CW P. It suggested tha t diagnosis o f CW P be supplemented with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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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尘肺的诊断一直依赖于高质量胸片 , 诊

断标准已沿用多年 , 国内尚少薄层 CT征象的

报道 , 笔者进行了这方面的探讨 , 以求煤尘肺

的诊断更明确 , 分期标准更完善。

1　材料和方法

152例尘肺均为男性 ,年龄在 29～ 48岁 ,平

均 40. 5岁。从事井下采煤、掘进工作最短为 9年 ,

最长 21年 , 平均 14年。已定为Ⅰ 期尘肺 144例 ,

Ⅰ + 期 4例 , Ⅱ期 3例 , Ⅲ期 1例。使用 Elscint

2000型全身 CT机薄层平扫 ,层厚 1. 2mm ,层距

15mm , 512× 512矩阵 , 420m As, 130kV, 扫描

时间 2. 1秒 , 屏气后进行。全部病例做 TO P定

位图及肺尖、 肺门、 肺底三层面放大图像 , 与

原胸片进行了对照 , 由市尘肺诊断小组成员共

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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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 1　煤尘肺分期与 C T征象的关系
表 1　 152例煤尘肺分期与 C T征象的关系

C T征象 Ⅰ 期 Ⅰ+ 期 Ⅱ期 Ⅲ期 总计

弥漫性粟粒病灶 144 4 3 1 152 ( 100% )

网格及蜂窝状阴影 129 4 3 1 137 ( 90% )

肺纹理变化 139 4 3 1 147( 96. 7% )

中央小叶型肺气肿 120 4 3 1 128( 84. 2% )

胸膜下弧线 42 3 3 1 49( 32. 2% )

小叶内线 26 2 3 1 32( 21. 1% )

磨玻璃样变 64 4 3 1 72( 47. 4% )

肺小叶中心病灶 25 1 2 0 28( 18. 4% )

小支气管扩张 20 2 3 1 26( 17. 1% )

胸膜斑 3 1 1 1 6 ( 3. 9% )

合并结核 8 0 2 0 10 ( 6. 6% )

肺门淋巴结钙化 6 1 1 0 8 ( 5. 3% )

2. 2　 CT征象分析

2. 2. 1　弥漫性粟粒病灶呈散在分布或局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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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局部散在的 1～ 2m m大小的点状阴影 ,不和

血管纹理相延续。采煤工的点状影多于掘进工 ,

而且较小。

2. 2. 2　网格蜂窝影为集合的小囊腔 , 互相交

织成粗乱条纹 , 以中下肺常见 , 肺尖较少 , Ⅱ

～ Ⅲ期病人更明显 , 提示间质纤维化严重。

2. 2. 3　肺纹理扭曲、增粗、变形、 边缘模糊 ,

甚至于完全和间质纤维化无法分辨 , 以两下肺

较明显 , 掘进工人尤为严重。

2. 2. 4　中央小叶型肺气肿为局限性小范围透

亮影 , 有小叶间隔增厚。

2. 2. 5　胸膜下弧线为平行于胸膜下 1cm内的

长约 5cm左右的条状致密影 , 为近胸膜面的肺

泡萎陷和支气管周围纤维变。

2. 2. 6　小叶内线为小叶间隔和增厚 , 可并存

小叶型肺气肿。

2. 2. 7　磨玻璃样变呈局限性、 弥漫性肺透亮

度下降 , 呈云雾状变。

2. 2. 8　小支扩呈葡萄状壁厚透亮影或多条状

透亮影 , 簇状分布偶也可见到。

2. 2. 9　胸膜斑指胸膜增厚> 5mm , 多在肺尖

及下侧胸壁出现 , 表现为紧贴胸壁的局限性条

状致密影。

2. 2. 10　肺小叶中心病灶在 CT放大图像上表

现为小叶中心靠近小肺动脉的致密影 , 也提示

纤维变、 终末细支气管壁增厚。

3　结论

我国尘肺的 X线诊断标准 , 是根据职业史

及胸片表现制定的 ,有严格的分级标准和说明 ,

已沿用多年 , 但并未涉及 CT征象。本组薄层

CT征象结果表明煤尘肺的弥漫性粟粒病灶、

网格及蜂窝状阴影及肺纹理异常是 CT三大主

要征象 , 占全部病例的 90%以上 , 其次是常规

胸片不易检出的中央小叶型肺气肿 ,也占 84%。

在 C T上能正确运用粟粒状、斑条、网格蜂窝样

及磨玻璃样变等 X线专用词汇 [1～ 3] , 便于煤尘

肺定级时的分析讨论。CT对病灶的密集度、 直

径范围、 分布区域的判断及测量均较方便。CT

易鉴别轻微的胸膜肥厚、 胸膜斑形成 , 尤其是

可显示小叶内线、胸膜下弧线
[4、 5 ]

, 小支气管扩

张及隐匿病变 ,在薄层 C T上都很明确 ,有利于

煤尘肺定级。另外 ,煤尘肺的诊断对胸片质量要

求较高 ,常因 X线机型、基层医院摄片技术、暗

室冲洗而受影响 , 而 CT的质量能得到保证和

控制。 CT的定位片及各薄层图像可随意调节

及放大 , 能发现常规胸片不易显示的微小粟粒

灶 ,检出率高且可永久贮存 , 以利复查复看。我

们认为在尘肺的诊断标准上应加上薄层 CT扫

描的内容 , 以不断完善和提高对煤尘肺的检出

率 , 特别是对Ⅰ期煤尘肺诊断 , 进一步提高对

煤矿工人的职业病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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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单位符号的表示形式

1. 相乘的组合单位符号有 2种表示形式。例: 普郎克常数单位为 J s或 Js。 J-s是错误的。

2. 相除的组合单位符号有 3种表示形式。例: 热容单位为 J/ K, J K- 1 , JK- 1。

3. 分子为 1的组合单位符号 , 一般采用负数幂的形式。例: 线胀系数的单位为 K- 1 , 一般不写作 1 / K。

4. 用 “ /” 表示除号时 , 分子分母与 “ /” 处于同一行内 , 当分母有 2个以上单位时 , 整个分母需加圆括号。在一个

组合单位中 , “ /” 不得多于 1条。例: 热导率单位为 W / ( m K) , 不写作 W /m K和 W /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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