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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探讨 C T 对肺 结核的诊断价值与鉴别诊断

。

方法
: 回顾 分析经病理 和临 床证 实的 86 例肺 结核病 C T

表现
,

并与 X 线平片作对照分析
。

结果
: ¹ 好发部位为 两 肺上 叶尖后段

、

下 叶 背段 ( 57 例 ) ; º 多呈 不 规 则斑 片状影
,

边界

不 清
,

密度不 均
; » 43 例 可见病灶 内钙化

,

呈散在斑 片状或斑点 状
; ¼27 例 存在薄壁 或厚壁空洞

,

其 中多发 小 空洞 8 例 ; ½

病灶 周围有支气管播散灶者 25 例 ;¾纵隔 淋巴 结 增大 14 例
,

纵隔 淋巴 结钙化 35 例 ; ¿ 胸腔积液 19 例
,

胸膜增厚
、

粘连 37

例
,

胸膜钙化 4 例
。

结论
: C T 检 查能较 X 线检查进一步肯定或补充有临床价值的征象

,

包括空洞
、

支气管扩张
、

肺 大 泡
、

纵

隔淋巴 结 肿大或钙化和钩膜肥厚下 的肺 内结 核
; 经 丫检验

,

二者间有显著差异 ( P < 。
.

0 5)
。

C T 显著提高活 动性肺结 核 的

诊断正确 性 (61
.

9 % )
,

并提 出肺结核合并肺癌的 CT 诊断依据
。

【关键 词】 结核
,

肺 体层摄影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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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收集了 86 例肺结核病 CT 资料进行研究
,

并与 X 线片

作 比较分析
,

探讨 C T 对该病的诊断价值与鉴别诊断
。

结 果

材料与方法

自19 9 9 年 2 月一 20 0 0 年 12 月共收集进行过 CT 检查并经

临床手术病理证实的肺结 核病 86 例
,

男 49 例
,

女 37 例
,

年龄

19 一 82 岁
,

平均 49
.

6 岁
。

病例中经手术病理证实 8 例
,

支气管镜

或穿刺活检病理证实 12 例
,

痰中抗酸杆菌 阳性 33 例
,

经抗结核

治疗明显好转 10 例
,

胸片或 CT 片上显示肺内纤维灶或增 殖病

灶
,

临床查痰抗酸杆菌阴性或 6 个月以上 CT 复查无变化 23 例
。

临床表现为咳嗽
、

咳痰 43 例
,

低热
、

盗汗 26 例
,

咯血 13 例
,

气短

16 例
,

合并肺气肿 12 例
,

糖尿病 13 例
,

无症状者 16 例
。

所有病

例均有胸片作对照
。

CT 装置为 S IE M E N S 公 司 S ( )M A T O M A R
、

C 全 身扫描

仪
,

平静呼吸状态下扫描时屏 气
,

自肺尖至肺底
,

层厚 10 m 。 连

续扫描
,

24 例在病变区局部加作 Zm m 高分辨率 CT
。

每个病例

均用肺窗和纵隔窗分别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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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的 CT 表现

部位
:

右侧肺 45 例
,

左侧肺 27 例
,

双侧肺 14 例
。

其中累及

上 叶尖后段
、

下 叶背段 57 例
,

累及中叶
、

舌叶 13 例
,

下叶基底段

14 例
,

仅累及上 叶前段 2 例
。

形态与边缘
:

病变为范围不 同的肺内高密 度影
,

表现为不

规则斑片状影 52 例
,

阶段性病变 9 例
,

小结节影 14 例
,

团块状

病变 13 例
,

病变边缘均不清
。

密度
:

均表现 为软组 织密 度
,

C T 值 25 一 lo 7 H U
,

平均

44
.

ZH U
。

密度均匀者 24 例
,

密度 不均 匀者 59 例
。

增强后 C T

值增加 13~ 35 H u
。

钙化
:

43 例可见病灶钙化
, 9 例为斑片状钙化

,

34 例为散在

斑点状钙化
。

伴有肺 不张 者可见相应支气管壁增厚
、

狭窄或 阻

塞并有钙化
。

空洞
: 2 7 例可见空洞

,

单发 21 例
,

多发 6 例 ( 图 1
、

2 )
。

支气管播散灶
:

病灶周围有支气管播散灶 25 例
,

表现为直

径 2一 4 m m 的小结节或含芽树支状结构
,

沿支气管 分布
,

边 界

较清 ( 图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