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单位：３１５０４０　浙江，宁波市解放军第１１３医院放射科
作者简介：陈建甬（１９５８－），男，浙江奉化人，副主任医师，主要从

事影像诊断工作。

·消化系统影像学·

ＭＳＣＴ扫描在进展期胃癌术前评估及分期中的应用价值

陈建甬，李海兵，俞高龙，桑奇潜，徐铭祖

【摘要】　目的：评价低张力口服水多层螺旋ＣＴ（ＭＳＣＴ）３期扫描对进展期胃癌的诊断、分期及可切除性判断的价值。

方法：６５例患者口服水，在低张状态下进行动态增强扫描。判断肿瘤诊断及分期，预测手术可切除性，并与手术及病理相

对照。结果：本组病例５２例行手术治疗，１３例 ＭＳＣＴ评估为Ⅲ、Ⅳ期放弃手术而行介入和化疗。ＣＴ表现为胃壁增厚、软

组织肿块、胃壁多层结构破坏。淋巴结及邻近、远处脏器的侵犯及转移分别为４０．１％、１６．９％和２０％。ＣＴ分期与手术病

理分期相符者４３例，胃癌ＣＴ分期总的准确率８２．７％。结论：ＭＳＣＴ在进展期胃癌诊断、分期及可切除性判断等方面具

较高的价值，能够为临床诊治提供有益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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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癌是最常见的上消化道恶性肿瘤之一，其病死

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２３％，居各类癌症死亡的前两

位［１］。多层螺旋ＣＴ（ｍｕｌｔｉｓｌｉｃｅｓｐｉｒａｌＣＴ，ＭＳＣＴ）的

迅速发展非常有利于胃癌的检出、分期并作出术前评

估。我们搜集经病理证实的胃癌６５例，探讨 ＭＳＣＴ

在进展期胃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以提高诊断及鉴别

诊断的准确性。

材料与方法

搜集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００６年３月收治的行 ＭＳＣＴ

检查的胃癌病例６５例，其中男４５例，女２０例，年龄

３５～７８岁，平均６１．８岁，所有病例均经胃镜活检或手

术病理证实。本组病例行根治式姑息性胃切除术的进

展期胃癌５２例，另１３例根据ＣＴ评估放弃手术行介

入和化疗。

临床表现：腹痛３５例，腹胀不适１１例，腹部肿块

１９例，贫血２０例，伴便血１５例，恶性呕吐４１例，腹泻

８例，吐血消瘦１２例，其中２８例分别在１～３年后ＣＴ

复查。

采用Ｓｉｅｍｅｎｓ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４多排全身ＣＴ扫描机，

常规胃肠道准备并空腹，检查前半小时分次口服温水

５５０～８００ｍｌ作为阴性对比剂，使胃充分扩张，减少胃

张力，消除蠕动，常规于扫描前５～１５ｍｉｎ肌注６５４２

１０ｍｇ，平扫后增强，以层厚５ｍｍ层距２．５ｍｍ螺距

１．５进行螺旋扫描，增强方法采用高压注射器给药，以

２．５～３．０ｍｌ／ｓ的流率静脉注射非离子对比剂（Ｏｍ

ｎｉｐａｑｕｅ）８０～１００ｍｌ，不规则或胃壁＞８ｍｍ者行左右

侧卧位扫描，左侧卧位可以更加清晰地显示贲门病变，

而右侧卧位显示胃窦部病变更佳。扫描结束后由３位

有经验的影像科医生共同阅片。

结　果

本组６５例患者在行 ＭＳＣＴ检查后，其中５２例在

５ｄ内行手术治疗，其中行胃癌根治术４１例，术式为根

治性胃大部切除术或全胃切除术，有１１例行剖腹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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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胃壁大小弯侧呈局限性结节状、菜花状块影及多发卵圆形和轻度分叶状凸向胃腔（长箭），平扫ＣＴ值３２～５９ＨＵ，增强

后为７７．０～９８．４ＨＵ不等。增厚胃壁略显不均匀轻度强化（短箭）。　图２　胃窦部大小弯侧呈僵硬伴不规则增厚并向腔内

局限性隆起之软组织肿块，内可见不规则之低密度区，为肿瘤坏死液化壁龛形成，胃窦腔变窄（箭），胃壁周围间隙存在。　图３

　胃轮廓缩小，胃壁呈广泛性增厚，最厚处约达３．２ｃｍ，ＣＴ值３５～３８ＨＵ，增强后达６７～８０ＨＵ，胃小弯外侧缘有直径约２．５

ｃｍ大小之结节状影，ＣＴ值４１ＨＵ，增强后达８１ＨＵ，中央呈相对不均匀低密度（箭）。　图４　贲门胃底不规则软组织肿块，向

腔内突出，贲门狭窄，贲门小弯侧淋巴结肿大，与贲门肿块融合成团（箭）。　图５　应用无色无味水作为对比剂，能够清晰地衬

托出胃壁的结构，对胃壁的细节和密度的显示都非常清晰（长箭），胃窦部软组织向腔内不规则隆起（短箭）。　图６　腹膜后腹

主动脉旁淋巴结呈结节状融合成块，境界不清（箭）。

术，因发现与胰头、肝左叶、胆囊、结肠、脾或大网膜广

泛粘连或伴有腹膜后淋巴结转移而未能切除，仅行胃

肠吻合术。有１３例根据ＣＴ评估发现肝脏多发转移、

腹膜转移或肾上腺转移与胰头等或大网膜广泛粘连而

未行手术。

１．胃壁肿块

６５例胃癌患者有４３例胃壁上有局限性结节状、

菜花状块影及多发卵圆形和轻度分叶状凸向胃腔

（图１），大小约１．０ｃｍ×１．５ｃｍ×２．０ｃｍ至６．０ｃｍ×

４．０ｃｍ×１２．８ｃｍ不等，平均直径４．３ｃｍ，肿块与胃壁

接触的基底面宽，９例肿块表面形成浅大不规则龛影

及坏死（图２），１１例肿块向腔外生长增强后静脉期和

平衡期肿瘤实质强化多不均匀（图３）。

２．肿块部位

４３例肿块影位于贲门胃底６例（１３．９％），胃体

１５例（３４．９％），胃窦幽门部２２例（５１．２％），表现为

贲门胃底不规则软组织肿块，向腔内突出，贲门狭窄

（图４），其中发现贲门小弯侧淋巴结肿大５例，病变部

位胃壁不规则增厚＞１ｃｍ，向腔内不规则隆起，胃壁僵

硬。胃窦癌均表现为胃窦部壁增厚，向腔内不规则隆

起，管腔狭窄（图５）。

３．肿块密度

平扫时肿瘤密度与肌肉密度相仿，３８例密度均

匀，增强扫描后５２例呈较明显不均强化，其中１３例癌

灶内坏死部分不强化，ＣＴ值－３～１２ＨＵ，６例癌灶未

见强化。平扫ＣＴ值３０～４０ＨＵ，增强后６０～１１６ＨＵ

不等。

４．邻近及远处器官侵犯判断

综合各个部位的胃癌６５例中２４例对肝等脏器及

部位直接侵犯和转移１４个，分别占１６．９％（１１／６５）和

２０％（１３／６５）。５２例各分期ＣＴ检查后行手术检出淋

巴结情况与术后病理对照，其中５例有淋巴结转移，８

例行切除者，７例有淋巴结转移，１１例未切除无病理，９

例未行根治术无病理结果。胃底贲门癌、胃体、胃窦癌

合并淋巴结转移分别６例、４例及１１例。局部淋巴结

呈圆形肿大，直径超过１ｃｍ被认为淋巴结转移，借鉴

Ａｄａｃｈｉ等将淋巴结受累水平分级
［２］，本组区域占率

（２１／５２）见表１。

表１　２１例受累淋巴结区域分级状况

分级 例数 比率（％） 受累淋巴结

Ⅰ级 ６ １１．５ 胃周围淋巴结

Ⅱ级 １０ １９．２ 沿胃左肝总及腹腔动脉的中间淋巴结

Ⅲ级 ５ ９．６
脾、胰、肝十二指肠韧带和腹主动脉
周围的远处淋巴结

合计 ２１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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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胃癌的分期及手术对照

根据胃壁增厚，局部浸润，周围脏器侵犯，局部及

远处淋巴和其它脏器转移状况（图６），结合 ＭＯＳＳ胃

癌分期法，对本组病例进行术前分期并与手术病理的

ＴＮＭ分期进行对照见表２。

表２　５２例胃癌患者 ＭＯＳＳＣＴ分期结果

分期 例数（％） 准确率 错误率 手术切除率

Ⅰ １４（２６．９） １４（１００） ０（０） １４（１００）

Ⅱ １０（１９．２） ９（９０） １（１０） ９（８０）

Ⅲ １７（３２．７） １２（７０．６） ５（２９．４） ６（３５．３）

Ⅳ １１（２１．２） ８（７２．７） ３（２７．３） ０（０）

合计 ５２（１００） ４３（８２．７） ９（１７．３） ２８（５３．８）

讨　论

１．口服对比剂及低张力药的应用

胃是空腔脏器，胃腔足量的充盈是正确评价胃壁

的关键［３］。对比剂大体上分为阳性对比剂（主要为

２．０％～３．０％泛影葡胺）和阴性对比剂（主要有气体、

脂类物质、水等）。阳性对比剂对胃癌的显示差，常常

掩盖胃壁结构的层次关系，故已不常用了。目前国内

外应用较多的对比剂是水，其无色无味并无伪影，能够

清晰地衬托出胃壁的结构，对胃壁的细节和密度的显

示都非常清晰，增强后黏膜层强化最明显，浆膜层次

之，黏膜下层密度最低［４］。胃由于蠕动的存在，易造成

运动伪影，而低张力药既可减少运动的伪影又使患者

能够承受胃腔充盈扩大。目前国内常采用山莨菪碱或

盐酸山莨菪碱于检查前１５～２０ｍｉｎ肌内注射，国外较

多地应用胰高血糖素获得了同低张药物相似的效

果［５］。

２．ＭＳＣＴ对胃癌的诊断价值

在低张状态下用水为口服对比剂，结合不同体位

及薄层ＣＴ扫描能清晰显示贲门、胃体、胃窦部的肿块

形态、大小、胃壁受侵程度，周围脏器侵犯及转移情况。

胃癌的大体形态是外科医生术前对胃癌生物学行为进

行估计的重要依据，对决定手术术式亦有重要意义。

我们主要利用螺旋ＣＴ轴面扫描直接判断大体类型，

准确率为８２．７％，对于 ＭＯＳＳⅣ型胃癌，ＭＳＣＴ轴面

扫描除显示胃壁增厚外还可显示胃外侵犯及邻近器官

直接侵犯优于胃镜及双重造影。本组病例其中７例

ＭＳＣＴ及ＧＩ检查胃窦部明显狭窄及僵硬伴不全性肠

梗阻符合胃癌诊断，但胃镜插入狭窄区不畅，切片尚未

找到癌细胞，遂行胃大部手术切除，术后病理得到证

实。５８例胃镜证实诊断符合率为１００％，但 ＭＳＣＴ检

查对早期胃癌的诊断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消化道钡餐检查可观察胃壁的柔软度，在胃癌的

ＣＴ诊断中，病变局部胃壁的改变也是最有诊断意义

的。检查中利用多期扫描（平扫、动脉期、实质期、平衡

期）技术注意观察同层面、同部位的胃壁变化情况，就

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进行胃壁的动态观察，鉴别胃壁增

厚的性质。但是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因胃病来检查的

患者常为老年患者，耐受性比较差，难以在短时间内喝

入大量的对比剂，在胃充盈不佳的情况下，正常胃壁常

常表现为胃壁增厚。本组６５例胃癌病例中经病理确

定有癌细胞浸润的胃壁厚度从４．８～３５．０ｍｍ不等，

由于胃癌的胃壁增厚往往是癌肿组织构成，无论其充

盈的程度，胃壁张力的高低均无法改变其固定的形状，

也不会随着时相的变化而变化。本组５２例具有厚壁

增厚的胃癌病例中，除６例未能有效显示同一层面以

外，余４６例于多期扫描同时观察均显示固定的厚度及

形态或肿块，而无病损处胃壁柔软其形态随着胃腔充

填程度及胃壁张力改变而改变。

３．ＭＳＣＴ对邻近器官侵犯的判断

术前判断邻近器官侵犯对正确制定手术方案，预

测手术根治性具有重要意义。ＣＴ对胰腺受侵已有较

多研究，但存在较大争议，有资料报告敏感度在２７％～

９５％。

胃周侵犯首推胃周淋巴结，其中以胃左动脉干淋

巴结、胃大小弯侧淋巴结、贲门左右淋巴结、腹腔动脉

旁淋巴结及膈脚后淋巴结、脾动脉区淋巴结等最常见。

如发现单个淋巴结肿大，直径大于１．５ｃｍ或胃周多个

淋巴结短径超过６ｍｍ 和胃周外淋巴结短径超过

８ｍｍ视为转移淋巴结
［６］。本组３５例占５３．８％（３５／

６５），值得注意的是胃左动脉干在肝胃韧带内并不都是

呈矢状走向的条状影，不少呈小点状聚集易误为淋巴

结转移，宜增强扫描加以鉴别。本组资料示ＣＴ发现

淋巴结肿大与手术所见差别较大，在＜１．０ｃｍ直径淋

巴结ＣＴ不易检出。按部位ＣＴ对大小弯、幽门旁贲

门旁等淋巴结检出较困难，对腹主动脉旁、腹腔动脉

旁、胃左动脉旁淋巴结检出阳性率相对较高［７］。ＣＴ

还能发现腹膜、肠系膜、大网膜上种植转移的结节与腹

水，本组病例腹水８例。胃癌常见的远处转移为肝、肺

等，这对临床选择手术或治疗方案很有帮助。

４．胃癌的 ＭＳＣＴ分期及术前评估

ＭＳＣＴ扫描对胃癌的分期具有极大的优越性，是

胃癌术前分期首选的、可靠的方法［８］。１９８１年 ＭＯＳＳ

等提出胃癌的ＣＴ分期已广为接受。

Ⅰ腔内肿块，胃壁增厚小于１ｃｍ，无转移；Ⅱ胃壁

增厚超过１ｃｍ，无转移，或者无邻近器官直接侵犯；Ⅲ

胃壁增厚超过１ｃｍ伴有邻近器官直接侵犯，但无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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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Ⅳ胃壁增厚伴有邻近或远处转移，有或无邻近器

官直接侵犯。Ｓｏｈｎ等提出了ＣＴ与 ＭＲＩ的Ｔ分期标

准［９］。ＭＳＣＴＴ分期标准：Ｔ１ 无异常发现或相当于粘

膜下层病灶基底部低密度带出现；Ｔ２ 胃壁增厚，边缘

清晰，基底部光整，低密度带破坏或消失；Ｔ３ 结节状或

不规则的胃壁边缘或胃周浸润；Ｔ４ 肿瘤直接扩散侵入

邻近器官或结构；

ＣＴ对进展期胃癌的邻近脏器侵犯、淋巴结及远

处脏器转移的发现大大优于其它传统检查。如果ＣＴ

显示有腹腔动脉旁、腹主动脉周围、肠系膜根部淋巴结

转移是胃癌不能手术切除的有价值的指征，而显示邻

近器官受侵比显示淋巴结转移更有意义。有学者研究

并提出当肿瘤侵及后腹壁结构、肝胃韧带和横膈、结肠

和直肠、肝脏转移及腹腔种植或者如果胃部肿块大于

８０ｍｍ，３个器官以上受侵时一般不可能手术治疗。

从表２中可以看出评估Ⅲ期的准确率７０．６％，但手术

的切除率已降至３５．３％，而Ⅳ期的手术切除率几乎是

０，也间接表明Ⅲ期以后手术已经渐渐失去意义。

综上所述，进展期胃癌的诊断和分期具有很高的

准确性，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根据胃壁厚度及淋巴结、

远处脏器转移情况分Ⅳ期，前Ⅲ期患者可建议其积极

手术治疗。我们认为对于已有远处转移的患者或高

龄、一般情况差的Ⅳ期胃癌患者，如果无出血、梗阻、顽

固性疼痛，可以结合临床及其他检查避免不必要的手

术探查，而采用另外的治疗手段。当然ＣＴ检查不能

像胃镜检查那样可以观察胃粘膜的颜色、小出血灶，也

不能取活检送病理，两者检查互补可以提高胃癌的诊

断率，对指导手术或制定综合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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