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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脏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

Q271RST

'的更新(((

&5!:

版解读

邹显伦"海玉成"沈亚琪"胡道予

#摘要$

!

肝脏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

Q271RST

&是由美国放射学院%

R/1

&发布"旨在规范肝脏影像

术语*图像采集*征象解释*报告及数据收集的综合系统!

R/1

在
&5!:

年发布了新版
&5!:

版
/%

+

012

Q271RST

%

Q271RSTC&5!:

&!本文将对
Q271RSTC&5!:

的更新内容进行介绍和解读!

#关键词$

!

肝脏影像报告及数据系统(解读(肝脏肿瘤

#中图分类号$

14$'

(

1''4E&

!

#文献标识码$

R

!

#文章编号$

!55575"!"

%

&5!:

&

!!7!!!'75'

SU2

'

!5E!"#5F

+

V

E?,.+E!55575"!"E&5!:E!!E55!

!!!!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

UT2S

&!

!!

肝细胞肝癌&

JA

W

)@<?A99K9)>?)>?+,<8)

!

X//

'是

最常见的肝脏原发恶性肿瘤!在肿瘤性致死原因中排

列世界第二)

!

*

"为规范肝脏影像术语#图像采集#征象

解释#报告及数据收集!便于影像医师之间#影像医师

与临床医师之间以及不同医疗中心之间沟通!美国放

射学院&

R/1

'于
&5!!

年首次发布肝脏影像报告及数

据系统&

Q271RST

'"根据新证据的出现及实践反馈!

R/1

于
&5!"

年#

&5!'

年及
&5!$

年对
Q271RST

进行

了更新"

&5!:

年!美国肝病研究组织&

RRTQS

'将
Q27

1RST

集成到其
&5!:

版
X//

临床实践指南中!这体

现了
Q271RST

及放射医师在
X//

诊断中的重要作

用)

&

*

"

X//

的诊断可在不活检的情况下!通过影像方

法建立诊断思路!进而指导治疗"动态增强
/%

或

012

检查是
RRTQS

推荐无创诊断
X//

的方法)

&

*

"

为进一步规范统一
X//

诊断标准!与
RRTQS

相一

致!

R/1

对
&5!$

版
/%

+

012Q271RST

&

Q271RST

C&5!$

'进行了部分修改及更新!发布了
&5!:

版
/%

+

012Q271RST

&

Q271RSTC&5!:

'

)

"

*

"

Q271RSTC&5!:

概述

Q271RSTC&5!:

距前一版本&

Q271RSTC&5!$

'时

间间隔短!在内容上未做很大修改及更新&图
!

'"

Q27

1RSTC&5!:

在
Q271RST

适用人群#

Q271RST

分类#

诊断流程#扫描技术要求等方面与
Q271RSTC&5!$

一

致!而主要对阈值增长的定义以及
Q174

的诊断标准

进行了修改及更新)

"7'

*

"

Q271RST

的适用人群为

X//

高危人群!包括肝硬化患者#慢性乙型病毒性肝

炎患者和目前或曾诊断为
X//

的患者"在
Q271RST

C&5!:

中!未经治疗且未经病理证实的异常发现分为

以下几类$

Q17B/

&因图像质量不佳或不完整而不能

分类'#

Q17!

&肯定为良性'#

Q17&

&可能为良性'#

Q17"

&中度可能为恶性'#

Q17'

&可能为
X//

'#

Q174

&肯定

为
X//

'#

Q170

&可能或肯定为恶性!但
X//

影像特

征不典型'及
Q17%2D

&肯定为静脉内肿瘤'"一项

0A@)

分析显示!

Q17!

为
X//

的可能性为
5Y

!

Q17&

为
!"Y

!

Q17"

为
":Y

!

Q17'

为
$'Y

!

Q174

为
F'Y

"

F"Y

的
Q170

为恶性!其中为
X//

的可能性为

"#Y

)

4

*

"

Q271RSTC&5!:

修改及更新部分

!Z

修改并简化阈值增长的定义

Q271RSTC&5!:

关于阈值增长的定义为$

#

个月

内病灶大小增长
"

45Y

!这定义与
RRTQS

及器官获

取与移植网络&

U=%B

'关于阈值增长的定义相一

致)

!

*

"在
Q271RSTC&5!$

中!下列两种情况符合阈值

增长$

#

两年内新发的
"

!588

的异常发现%

$

#

个月

以上异常发现的大小增长
"

!55Y

"而在
Q271RST

C&5!:

中!以上两种情况都不再满足阈值增长标准!而

归为亚阈值增长!亚阈值增长是支持恶性的次要征象"

阈值增长定义的修改!使一些肝脏异常发现的
Q27

1RST

分类发生变化&图
&

'"

&Z

修改并简化
Q174

的诊断标准

R/1

修改了
Q174

的诊断标准!以与
RRTQS

相

一致&图
!

'"在
Q271RSTC&5!$

中!直径为
!5

!

!F

88

!具有非环形强化的异常发现$

#

若具有非周边廓

清征象!且前次超声筛查中可见!则可归类为
Q174K-

%

$

若
#

个月内病灶大小增长
"

45Y

!则归为
Q174

[

%

%

若只具备强化包膜征象!则归类为
Q17'

"

Q271RST

C&5!:

删除了
Q174K-

及
Q174

[

类别!修改并简化
Q17

4

的诊断标准"直径为
!5

!

!F88

!具有非环形强化

的异常发现$

#

若只具备强化包膜征象!则归类为
Q17

#"""

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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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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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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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图
!

!

&5!:

版
/%

+

012Q271RST

诊断思路图!

图
&

!

&5!:

版
/%

+

012Q271RST

主要修改更新部分!

'

%

$

若至少具有非周边廓清或阈值增长中的一个征

象!则归类为
Q174

&图
!

#

&

'"

Q271RST

是根据主要征象出现的个数进行
Q27

1RST

分类的",强化包膜-#,非周边廓清-以及,阈值

增长-均为判断
X//

的主要征象!但对于直径为
!5

!

!F88

!具有非环形强化的异常发现!三种主要征象的

作用不同$出现强化包膜一种主要征象时!不能归类为

Q174

!应归类为
Q17'

%而出现,非周边廓清-或,阈值

增长-中的一种主要征象时!应归类为
Q174

"这种差

异的出现可能与主要征象的识别率有关"研究表明!

$"""

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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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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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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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

&未经治疗异常发现的处理(

*

&治疗后异常发现的处理!

不同观察者对动脉期非环状高强化和非周边廓清的诊

断一致性为中等至良好!而对包膜的诊断一致性一般

至中等)

#7$

*

"进一步明确包膜在
X//

诊断中的作用!

以及提高包膜的诊断一致性!是未来
Q271RST

版本

需要解决的问题"

"Z

其他修改更新

除以上两点主要的修改更新内容外!

Q271RST

C&5!:

在肝脏异常发现的处理以及
Q170

的报告要求

等方面进行了修改更新"

肝脏异常发现的处理与其
Q271RST

分类密切相

关"基于异常发现的分类!

Q271RST

给出了推荐的影

像检查和间隔时间"不同
Q271RST

分类的处理方法

在
Q271RSTC&5!$

中是以表格形式列出的!

Q271RST

C&5!:

将表格形式改为纵向流程图形式&图
"

'!结构清

晰!思路明确!方便诊断医生使用!这种流程图形式的

处理方法与
RRTQS&5!:

版
X//

临床实践指南是一

致的)

&

*

"

Q170

是指可能或肯定为恶性!但
X//

影像特征

不典型的肝脏异常发现"

Q271RSTC&5!:

在
Q170

的诊断标准方面与
Q271RSTC&5!$

一致!而在
Q170

的报告要求上进行了更新"在
Q170

中!最常见的是

肝内胆管细胞癌&

+//R

'"在治疗方案及预后上却截

然不同"肝移植是
X//

的一种有效治疗方式!而对

于
+//R

患者!肝移植的效果存在争议"因此!准确区

分
+//R

与
X//

对治疗决策的选择及患者预后非常

重要"在
Q271RSTC&5!:

中!若异常发现的分类为

Q170

!影像医师应尽可能报告
Q170

的可能病理$

+/7

/R

#混合性肝细胞
7

胆管细胞癌&

?X//7//R

'#

X//

#

不确定等"此外!

Q271RSTC&5!:

也提及了肿瘤标志

物甲胎蛋白&

RM=

'与糖链抗原
!F7F

&

/R!F7F

'在鉴别

+//R

与
X//

中的价值"

RM=

明显升高&

"

&55,

[

+

8Q

'!

则
X//

的可能性很大%

RM=

中度升高&

"

!55,

[

+

8Q

'!

则中度 至 高 度 可 能 为
X//

"

/R!F7F

明 显 升 高

&

"

&55\

+

8Q

'!则
+//R

的可能性很大%

/R!F7F

中度

升高&

"

!55\

+

8Q

'!则中度至高度可能为
+//R

"不

同研究者对
Q170

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不尽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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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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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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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7!!

*

"一 项
0A@)

分 析 显 示!

"#Y

的
Q170

为

X//

)

4

*

"

Q271RST

需要不断更新完善!以准确区分

X//

与
X//

以外的肝脏恶性肿瘤&如
+//R

#

?X//7

//R

'"

总结及展望

R/1

通过修改及更新
Q271RSTC&5!$

!使
Q27

1RSTC&5!:

与
RRTQS&5!:

版
X//

临床实践指南

相一致"虽然新版
Q271RST

修改及更新的部分不

多!但对于某些异常发现!应用
Q271RSTC&5!$

与
Q27

1RSTC&5!:

进行分类时!其结果将不同)

!&

*

"因此!

影像医师必须充分了解
Q271RSTC&5!:

修改及更新

内容!应用最新版
Q271RST

对肝脏异常发现进行分

类!规范影像报告!以便于影像医师之间#影像医师与

临床医师之间!以及不同医疗中心之间沟通"

Q27

1RSTC&5!:

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治疗后肝脏病灶

的评估以及
Q170

的诊断标准没有细化完善!次要征

象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探讨!,包膜-征象的观察一致性

及其在
X//

诊断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7!'

*

"

Q27

1RST

是一个随着知识积累以及实践反馈而不断扩充

和完善的动态文件!因此!需要对
X//

的影像诊断进

行不断研究探索!对
&5!:

版
/%

+

012Q271RST

进行

不断临床实践!以不断完善
Q271RST

!更好地满足临

床#教育和研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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