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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探讨双能
*+

平扫
XT2

综合分析对肝脓肿和肝转移瘤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回顾

性搜集
.)!!

年
%

月
;.)!3

年
!.

月采用单源双能
*+

行
XT2

平扫的肝脓肿和肝转移瘤患者
0$

例&共

/%

个病灶'!其中肝脓肿
.%

个!转移瘤
0)

个!均经临床随访或病理证实"所有入组病灶均见明显的中

心液化区"在
91#:0

工作站上!由两位医师&分别工作
0

年+

"

年'采用双盲法分别测量病灶中心液性

成分不同单能量&

#)

!

!#)SFI

'的平扫
*+

值!脂
5

水浓度值+血
5

水浓度值和有效原子序数!两次测量数

据行组内相关系数&

2**

'检验!选择高年资医师所测数据行
M=RR51L>ERF

\

秩和检验"计算各病灶的

能谱曲线斜率&

b

'!将能谱曲线分为上升型&

b

$

):!

'!平坦型&

;):!

%

b

%

):!

'和下降型&

b

"

):!

'!比

较肝脓肿和肝转移瘤的能谱曲线类型"结果!两位医师测量数据一致性良好&

2**

均
$

):%

'"在
#)

!

!!)SFI

水平下!肝脓肿组与肝转移瘤组的单能量
*+

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肝脓肿组和

肝转移瘤组的血&水'浓度值+脂&水'浓度值+有效原子序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肝脓肿组

能谱曲线类型平坦型为主&

#$:"P

'!肝转移瘤组能谱曲线类型下降型为主&

0)P

'!两组患者能谱曲线斜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结论!双能
*+

平扫
XT2

综合分析对肝脓肿和肝转移瘤的囊性成分

鉴别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

!

肝肿瘤)肝脓肿)肝转移瘤)体层摄影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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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脓肿是由细菌感染致肝实质的坏死液化并聚集

形成脓腔!多起病急!发展快!很容易并发败血症"肝功

能损害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A><<F'>R=EFA>RED=[=<&H5

?=D&B=

V

H?=E>BR

!

82*

&

'

!5.

(

#文献'

"5#

(已经报道了肝脓肿

的
*+

表现!典型者表现为+环征"腔内出现小气泡或

气
5

液平面"一过性强化征,!不典型者表现为+花瓣征

和簇形征以及肝脓肿周围胆管轻度扩张"积气等间接

征象,#肝转移瘤表现为低密度灶内存在更低密度区!

从而呈同心圆状或等高线状双重轮廓结构!并且由于

肿瘤边缘结蹄组织"炎性细胞侵润和血管增生!呈现边

缘强化!这些表现易与肝脓肿混淆'

0

(

#由于两者的临

床治疗方案及预后不同!故对于二者的鉴别诊断具有

重大意义#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能谱
*+

平扫
XT2

综

合分析对肝脓肿与伴有中心液化坏死的肝转移瘤的鉴

别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_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

年
%

月
;.)!3

年
!.

月行能谱

*+

扫描的
3!

例肝脓肿和肝转移瘤患者的病例资料#

.%

例肝脓肿均经穿刺引流后病理证实或治疗随诊病

灶缩小"临床化验指标恢复正常而证实!其中经穿刺病

理证实
!.

例!肿瘤标志物阴性!经抗炎治疗后病灶缩

小而证实
!/

例#

".

例肝转移瘤组中!原发瘤为胰腺

癌
%

例!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各
3

例!乳腺癌"肝癌"胆

囊癌"肾癌"输卵管癌各
!

例!均经术后病理"胃肠镜或

穿刺活检证实)肝转移瘤均经随访%

!

个月
!

"

年!病灶

增多或增大&!结合临床病史及影像表现而证实#入组

条件$脓肿的脓腔和伴有中央坏死的转移瘤的囊腔完

全形成或部分形成者)

"

例患者因脓腔内放置引流管

或含有大量气体而出组#最终入组肝脓肿
.3

例%共

.%

个病灶!囊腔大小
!:$3

!

$:%$&'

&!其中男
!0

例!

女
!!

例!年龄
""

!

$)

岁!中位年龄
3#

岁#肝转移瘤

".

例%共
0)

个病灶!囊腔大小
!:!/

!

!!:)"&'

&!其中

男
!%

例!女
!"

例!年龄
"0

!

$3

岁!中位年龄
3.

岁#

._*+

扫描方法

应用
,8/0)8><&B[FD

\

能谱
*+

机!采用
XT2

扫

描模式!管电压为
!#)SI

K

和
$)SI

K

的瞬时%

):0'<

&

切换!螺距
!:"/0

!螺旋扫描速度
):3<

*

D

!探测器宽度

#&'

!噪声指数%

RB><F>RAFc

!

J2

&为
!)

!管电流约

"/0'9

!扫描层厚
0''

!层间隔
0''

#

"_

图像分析与测量

在
91#:0

工作站测量各病灶最大层面长径)将

平扫单能量图像%

/)SFI

!

0''

&载入能谱成像分析软

件
XT2I>F̂ FD

中进行分析测量#所有的数据测量均

由一名高年资医师%

0

年工作经验&及一名低年资医师

%

"

年工作经验&采用盲法分别在层厚为
0''

的图像

上选取囊腔的最大层面放置兴趣区%

DF

V

>BRBZ>REFD5

F<E

!

@O2

&#放置的
@O2

约为囊腔面积的二分之一!放

置过程中比对增强图像!保证
@O2

置于囊腔内且避开

囊腔边缘及分隔#保存相应
@O2

的数据文件!

@O2

的

数据文件为
7c&F?

表格文件!包含
#)

!

!#)SFI

%以
!)

SFI

为间隔&各单能量水平的
*+

值"有效原子序数"

脂%水&浓度值"血%水&浓度值#利用
7c&F?

表格计算

能谱曲线斜率%

b

值&!

ba

\

*

c

!其中
\

是
!#)SFI

和

#)SFI

时对应的
*+

值之差!

c

固定为
!))

#根据
b

值将能谱曲线分为上升型%

b

$

):!

&"平坦型%

;):!

%

b

%

):!

&和下降型%

b

"

;):!

&#

#_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CTT!/:)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对两位医

师测量数据进行组内相关系数%

2**

&检验)选择高年

资医师测量数据进行后续统计学分析)对两组病灶囊

腔直径行独立样本
#

检验)对平扫
#)

!

!#)SFI

各单

能量对应的
*+

值"能谱曲线斜率"有效原子序数"脂

%水&浓度值"血%水&浓度值行
M=RR51L>ERF

\

秩和检

验!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

果

!_

囊腔直径比较

肝脓肿组病灶最大层面长径约%

#:0"̀ !:%!

&

&'

!

肝转移瘤组病灶最大层面长径约%

#:3$̀ .:.!

&

&'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a):""/

!

$

$

):)0

&#

._

一致性检验

两位医师测量数据一致性良好%组内相关系数

2**

均
$

):%

!表
!

&#

"_

单能量
*+

值

在
#)

!

!!)SF[

水平下!肝脓肿组的单能量
*+

值

为%

!/:/%̀ $:!/

&

!

%

.):0#̀ !":.$

&

,-

!肝转移瘤组

的单能量
*+

值为%

.):)%`/:#$

&

!

%

"!:)#`!0:.%

&

,-

!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表
.

&#

#_

曲线类型

肝脓肿组%

.%

个病灶&!能谱曲线类型上升型
3

个

%

.):/P

&!平 坦 型
!0

个 %

#$:"P

&!下 降 型
$

个

%

"!:)P

&#肝转移瘤组%

0)

个病灶&!能谱曲线类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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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位医师测量数据一致性检验

参数 肝脓肿组
2**

肝转移瘤组
2**

#)SFI

水平下
*+

值
):%)3 ):%.%

0)SFI

水平下
*+

值
):%)0 ):%!!

3)SFI

水平下
*+

值
):%.0 ):%)/

/)SFI

水平下
*+

值
):%.$ ):%!!

$)SFI

水平下
*+

值
):%./ ):%!#

%)SFI

水平下
*+

值
):%"" ):%.!

!))SFI

水平下
*+

值
):%"% ):%./

!!)SFI

水平下
*+

值
):%#" ):%".

!.)SFI

水平下
*+

值
):%#0 ):%"0

!")SFI

水平下
*+

值
):%#3 ):%"/

!#)SFI

水平下
*+

值
):%#$ ):%#

能谱曲线斜率
):%#/ ):%3%

有效原子序数
):%0 ):%3/

脂&水'浓度值
):%30 ):%3"

水&脂'浓度值
):%3" ):%3

血&水'浓度值
):%30 ):%3"

水&血'浓度值
):%3! ):%3"

表
.

!

肝脓肿与肝转移瘤的多参数比较

参数
肝脓肿
&

Ra.%

'

肝转移瘤
&

Ra0)

'

%

值
$

值

#)SFI

下
*+

值&

,-

'

.):0#̀ !":.$ "!:)#̀ !0:.% ;.:%3 ):))"

0)SFI

下
*+

值&

,-

'

!%:$!̀ %:3$ ./:#!̀ !):.. ;.:%0 ):))"

3)SFI

下
*+

值&

,-

'

!%:/0̀ $:)! .0:#.̀ /:$# ;.:// ):))3

/)SFI

下
*+

值&

,-

'

!%:!0̀ $:)! .":#!̀ /:)3 ;.:0/ ):)!

$)SFI

下
*+

值&

,-

'

!$:#!̀ /:/0 .!:%!̀ /:)0 ;.:0/ ):)!

%)SFI

下
*+

值&

,-

'

!/:%/̀ /:$/ .):$$̀ /:.. ;.:#3 ):)!#

!))SFI

下
*+

值&

,-

'

!/:$/̀ $:)" .):#!̀ /:"3 ;.:.! ):)./

!!)SFI

下
*+

值&

,-

'

!/:/%̀ $:!/ .):)%̀ /:#$ ;.:)3 ):)#)

!.)SFI

下
*+

值&

,-

'

!/:/#̀ $:.$ !%:$0̀ /:3 ;!:%3 ):)0)

!")SFI

下
*+

值&

,-

'

!/:3%̀ $:"3 !%:3$̀ /:3$ ;!:%. ):)00

!#)SFI

下
*+

值&

,-

'

!/:30̀ $:#3 !%:0.̀ /:// ;!:$" ):)3$

能谱曲线斜率
;):)"̀ ):!0 ;):!.̀ ):!/ ;.:.% ):)..

有效原子序数
/:0$̀ ):!# /:33̀ ):!3 ;.:". ):).!

脂&水'浓度值&

'

V

#

&'

"

'

;0!:/.̀ !"%:"3 ;!"$:.3̀ !3!:$! ;.:#. ):)!0

水&脂'浓度值&

'

V

#

&'

"

'

!)3%:.#̀ !"0:$" !!0/:$"̀ !0$:%0 ;.:33 ):))$

血&水'浓度值&

'

V

#

&'

"

'

.!3:33̀ 0$/:$# 0$!:03̀ 3$.:/) ;.:"$ ):)!/

水&血'浓度值&

'

V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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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者能谱曲线斜率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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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原子序数

肝脓肿组和肝转移瘤组的有效原子序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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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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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物质浓度

肝脓肿组和肝转移瘤组的中位血%水&浓度值分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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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度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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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脓肿组和肝转移瘤组的中位水%脂&浓度值分别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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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肝脓肿按照病理分期可划分为炎症期"成脓早期

和成脓期'

3

(

!成脓早期和成脓期的肝脓肿!病灶内部含

有部分或完全坏死而形成的脓腔#肝脏肿瘤因自身分

泌囊液"内部出血"自发液化坏死或栓塞化疗而易囊性

变#

M@2

具有多方位"多方向"多参数的特点!对于肝

脓肿与肝转移瘤的诊断具有重要作用#

T&L'>A5+=R5

R̂ =?A

等'

/

(研究表明
M@

扩散加权成像能有效鉴别肝

脓肿与肝脏内非感染性积液#邱喜雄等'

$

(研究表明综

合分析肝脓肿的脓腔"坏死囊变型肝肿瘤的坏死囊变

腔
812

表现和
98*

值!有助于鉴别#

本研究所搜集的病例中!肝转移瘤组与肝脓肿组

影像表现相似!均含有不强化区!形态多规则!与周围

正常肝实质相比呈低密度!因此常规
*+

对于二者囊

液成分鉴别诊断价值有限#能谱
*+

成像可以讨论多

参数成像!通过对比
*+

单能量成像"混合能量图像"

能谱曲线"有效原子序数"混合物的密度"基物质对的

分离密度图等多角度研究
*+

图像'

%

(

#高回青等'

!)

(

和
YH

等'

!!

(研究表明能谱
*+

成像的碘浓度定量分析

对肝癌和肝脓肿的鉴别有一定的价值#

*+

能谱成像将传统
g

线的混合能量分解成为

#)

!

!#)SFI

连续不断的
!)!

个单
SFI

能量#而利用

g

线束穿过某种物质的衰减原理即可得到该物质在不

同单能量下的
*+

值衰减曲线!即能谱曲线#若某元

素对
g

线的质量衰减系数与某化合物的质量衰减系

数相同!则将该元素的原子序数称为该化合物的有效

原子序数'

!.5!"

(

#本次研究综合分析了肝脓肿与肝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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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肝脓肿"

=

'

@O2

位置)

]

'能谱曲线为平坦型"

图
.

!

肝转移瘤"

=

'

@O2

位置)

]

'能谱曲线为下降型"

瘤的囊腔在不同单能量下
*+

值"能谱曲线及有效原

子序数#肝脓肿病理改变过程$在肝脓肿早期!局部肝

细胞坏死!形成小脓包)在成脓期!脓肿会进一步发展!

由较小的脓肿逐渐融合成较大的脓腔!脓腔内部为坏

死组织和脓液!无血供#肝转移瘤病理改变过程$大多

数肝转移瘤是乏血管的!瘤体中心代谢旺盛!血供相对

不足!又缺乏弥散供养的条件!易发生坏死囊变!囊腔

内含有肿瘤细胞及坏死肝细胞'

!#

(

#本研究选择的是

液化坏死区!肝脓肿与肝转移瘤在
#)

!

!!)SFI

水平

下的
*+

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表明
SFI

水平越低!差异性越显著#这是由于低水平
SFI

具有

较好的组织间分辨力!所以这种差异性在较低的
SFI

水平较为明显#可见!

#)SFI

水平下的
*+

值对于肝

脓肿及肝转移瘤的鉴别具有一定价值#能谱曲线能更

直观体现病变特征#本研究表明肝脓肿曲线类型以平

坦型为主!肝转移瘤曲线类型以下降型为主#本研究

还发现肝脓肿组的有效原子序数小于肝转移瘤组!分

析认为是由于肝转移瘤的肿瘤细胞增生活跃!导致囊

性区内成分致密!质量衰减系数增大!故有效原子序数

较大#

基物质浓度$任何物质的
g

线衰减系数都可以由

其他任意两种基物质%配对基物质&的
g

线衰减系数

的加权和来表示!利用这个原理!可以选取碘%水&"脂

%水&等成分的配对基物质进行分析'

!.5!"

(

#本研究利用

脂%水&浓度值"血%水&浓度值分析肝脓肿与肝转移瘤

的腔内成分#研究表明肝脓肿组脂%水&浓度值高于肝

转移瘤组!肝脓肿组血%水&浓度值低于肝转移瘤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分析认为肝转移瘤的

腔内含有肿瘤细胞!代谢更旺盛!对脂质分解更多!故

脂%水&浓度值低于肝脓肿组#另由于肿瘤细胞分裂更

迅速!血供相对不足!更易发生坏死及少量出血'

!#

(

!故

*+

值未见明显升高!而肝转移瘤组血%水&浓度值高

于肝脓肿组#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未对肝脓肿进行分期讨论)

$

未对不同肿瘤来源的转移瘤进行分类讨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明双能
*+

平扫
XT2

综合分

析能够初步对肝脓肿与伴有中央坏死的肝转移瘤的囊

腔成分进行鉴别#基于能谱分析平台!通过平扫对肝

脓肿和伴有中心坏死的肝转移瘤的鉴别具有良好的临

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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