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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影像学!

高分辨胸部
HU

联合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对侵袭性
肺曲霉病早期诊断价值

毛伍兵'肖格林'欧常学'李水连

"摘要#

!

目的&探讨高分辨胸部
HU

联合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对侵袭性肺曲霉病$

EMW

%早

期诊断价值(方法&对在本院
$#"@

年
"

月
[$#"%

年
""

月
"")

例高度疑似
EMW

住院患者高分辨胸部

HU

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确诊)临床诊断病例编入感染组'非曲霉菌

感染病例编入非感染组(分析
EMW

早期高分辨胸部
HU

征象*同时对患者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进行
VJ

试验(分
&

组比较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率及阴性预测率诊断效能+

XLHU

组)

VJ

试验组)

XLHU

与
VJ

试验联合组(结果&

EMW

感染组
*"

例'非感染组
@&

例(感染组
"$

例出现为楔形及斑片浸润影'

'

例出现晕征'

*

例出现两肺多发小结节'

$

例出现实变病灶内出现空洞(

XLHU

组敏感度)特异度)阳

性预测率及阴性预测率分别为
*'+'\

)

'*+(\

)

(@+%\

)

($+#\

(

VJ

试验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

率及阴性预测率分别为
()+@\

)

''+%\

)

')+)\

)

'"+$\

(联合试验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率及阴

性预测率分别为
%$+$\

)

(%+)\

)

('+&\

)

%$+@\

(结论&相对于单独胸部
HU

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高分辨胸部
HU

联合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联合检测能增加
EMW

的敏感性及阴性预测率'

对侵袭性肺曲霉病早期诊断有帮助(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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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层摄影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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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计算机*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侵袭性肺曲霉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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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C7Ì 074

6

<0?4IF7B!?4K?F

;

$#"@17Z78>BA>F$#"%3>F>

F>1F7<

2

>51G8>C

;

?4?C

;

S>=+U0>574IGFB>=5?<><?4=5CG4G5?C5?<><3>F>5C?<<GIG>=G41710>G4I>51G74

6

F7K

2

'

?4=10>474D?<

2

>F

6

GCCK<G4I>51G745?<><3>F>G45CK=>=G410>474DG4I>51G74

6

F7K

2

+U0>>?FC

;

50><1

XLHU<G

6

4<7IEMW3>F>?4?C

;

S>=?4=VJ1><174AF74507?C8>7C?FC?8?

6

>ICKG=7I10>

2

?1G>41<3>F>

5?FFG>=7K1+U0><>4<G1G8G1

;

'

<

2

>5GIG5G1

;

'

2

7<G1G8>

2

F>=G51G8>8?CK>?4=4>

6

?1G8>

2

F>=G51G8>8?CK>3>F>

57B

2

?F>=G410F>>

6

F7K

2

<

&

XLHU

6

F7K

2

'

VJ1><1

6

F7K

2

?4=XLHU57BAG4>=3G10VJ1><1

6

F7K

2

+

A+1',&1

&

U0>F>3>F>*"5?<><G4EMWG4I>51G74

6

F7K

2

?4=@&5?<><G4474DG4I>51G74

6

F7K

2

+E410>G4I>5D

1G74

6

F7K

2

'

"$5?<><<073>=3>=

6

>D<0?

2

>=?4=

2

?150

;

G4IGC1F?1G74<0?=73

'

'5?<><<073>=0?C7<G

6

4

'

*

5?<><<073>=BKC1G

2

C><B?CC47=KC><G4A710CK4

6

<

'

$5?<><<073>=574<7CG=?1G74?4=5?8G1

;

G410>C>D

<G74+U0><>4<G1G8G1

;

'

<

2

>5GIG5G1

;

'

2

7<G1G8>

2

F>=G51G8>8?CK>?4=4>

6

?1G8>

2

F>=G51G8>8?CK>7IEMW=G?

6

D

47<>=A

;

XLHU 3>F>*'+'\

'

'*+(\

'

(@+%\ ?4=($+#\+VJ1><1

'

F><

2

>51G8>C

;

'

()+@\

)

''+%\

)

')+)\

)

'"+$\

(

XLHU57BAG4>=3G10VJ1><1

'

F><

2

>51G8>C

;

'

%$+$\

)

(%+)\

)

('+&\

)

%$+@\+B/08,';

$DD#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L?=G7CMF?51G5>

"

.51$#$"

"

Y7C&@

"

Z7+"#



1./0

&

L>C?1G8>17XLHU?4=VJ1><1<K<>=?C74>17=G?

6

47<>EMW

'

XLHU57BAG4>=3G10VJ1><15?4

GB

2

F78>10><>4<G1G8G1

;

?4=4>

6

?1G8>

2

F>=G51G8>8?CK>7IEMW=G?

6

47<G<+E1G<0>C

2

IKCI7F10>>?FC

;

=G?

6

D

47<G<7IEMW+

"

E+

)

5/*(1

#

!

U7B7

6

F?

2

0

;

'

D̂F?

;

57B

2

K1>=

(

-F74507?C8>7C?FC?8?

6

>ICKG=

(

VJ1><1

(

E48?<G8>

2

KCB74?F

;

?<

2

>F

6

GCC7<G<

!!

近年来"随着细胞毒药物及免疫抑制剂的广泛使

用!

XEY

感染者的增多以及导管介入!放疗等的大量

开展"肺部真菌感染呈上升趋势"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侵

袭性肺曲霉菌病(

G48?<G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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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CC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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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W

)#它主要由于呼吸道吸入大量曲霉菌孢子所致

且常发生于免疫抑制患者"发病率逐年升高"致死率

高$

"

&

#然而"由于临床表现不典型"诊断金标准即病理

学依据获得困难$

$

&

"

EMW

的诊断仍具挑战性"尤其是在

疾病早期#因此"寻找一种快速!可靠!安全的诊断

EMW

的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本研究的目的

是评估高分辨胸部
HU

联合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VJ

试

验对侵袭性肺曲霉病早期诊断价值#

材料与方法

"b

临床资料

搜集
$#"@

年
"

月
[$#"%

年
""

月间在本院呼吸

科!重症监护室!肿瘤科及肾内科高度疑似侵袭性肺曲

霉菌病住院患者#纳入标准'

!

体温超过
&(+*n

持续

)'0

"经规范合理广谱抗生素治疗无效"或初始有效但

随后体温再次升高者.

"

临床影像学检查结果显示肺

部存在病灶.

#

年龄
#

"'

岁.

$

临床病历资料完整"入

院
(=

内行胸部
HU

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检

查且两项检查不相差
&=

#排除标准'

!

合并心!肝!肾

等脏器功能严重障碍者.

"

存在精神疾病与交流沟通

障碍者.

#

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

$

正参与其他研究

者#共
"")

人"男
('

人"女
&@

人"平均年龄(

@"d(+*

)

岁#有基础疾病者
%"

例'慢性阻塞性肺病
)(

例"肿瘤

化疗后
$&

例"糖尿病
"%

例"肾病综合症
$

例#

$b

胸部
XLHU

检查

HU

检查采用
U7<0GA?W5

9

KGCCG74@)

排螺旋
HU

扫描仪及
M0GCG

2

<GHU$*@

排螺旋
HU

扫描仪"管电压

"$#PY

"管电流
""#

'

&'#BW

"层厚
$BB

"层间隔

$BB

"矩阵
*"$c*"$

#增强扫描采用非离子型对比

剂"总量
(#

'

"##B/

"高压注射
$+*

'

&+#B/

%

<

流率

团注#

&b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采集'患者局部麻醉后将纤维

支气管镜顶端插入目标端支气管(左肺舌段或右肺中

叶)开口部位"通过活检孔快速注入
"$#

'

$*#B/

的

氯化钠注射液#随后在
")+##

'

"%+'#PM?

负压吸引

下回收灌洗液
"##B/

(每次
$#B/

"共
*

次)"回收率

为
)#\

'

@#\

"然后对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予以低温以

及离心处理"采集上清液保存待检#

采用中国丹娜公司生产的曲霉菌半乳甘露聚糖检

测试剂盒"以
,/ENW

法进行检测"具体操作严格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E

值
#

"+#

记为阳性"将
E

值
"

#+'

记为阴性#

)b

诊断标准及分组

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的诊断及分组标准主要参考欧

洲癌症研究和治疗组织%侵袭性真菌感染协作组

(

,.LUH

%

EaEHV

)和美国真菌病研究组(

JNV

)标准$

&

&

及中华内科杂志编辑委员会
$#"&

年制定的,血液病%

恶性肿瘤患者侵袭性真菌病的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

(第四次修订版)

$

)

&

-"将
"")

例病例分为确诊!临床诊

断及非曲霉菌病#确诊'在针吸或活检取得肺组织标

本中采用组织化学或细胞化学方法检获菌丝或球形体

(丝状真菌)并发现相应部分肺组织损害"或在通常无

菌而临床表现或影像学检查支持存在感染的部位"无

菌术下取得标本培养结果呈阳性#本组肺手术及活检

病理确诊
"#

例#临床诊断'具有至少
"

项宿主因素!

"

项临床标准及
"

项微生物学标准"共
)"

例#非曲霉菌

感染'不符合确诊及临床诊断"共
@&

例#将确诊!临床

诊断病例编入感染组"非曲霉菌感染病例编入非感染

组#感染组
*"

例"非感染组
@&

例#

*b

肺部图像表现及分析

根据临床经验及相关文献报道$

*D'

&

"本研究采用如

下征象为
EMW

早期
XLHU

表现'楔形浸润影!晕征!

肺部多发结节%肿块!实变区空洞#由两名经验丰富的

副主任以上医师共同阅片!分析
HU

征象"意见不一致

时讨论达成统一意见#如肺部出现上述一项或多项

EMW

早期
XLHU

征象"则判断
XLHU

为阳性"无上述

任何一项征象的其它肺部
XLHU

征象则判断
XLHU

为阴性#

@b

统计学分析

所有资料用
NMNN"@

统计软件处理#分
&

组比较

诊断效能'

XLHU

组!

VJ

试验组!

XLHU

与
VJ

试验

联合组(

XLHU

!

VJ

试验其中一项阳性时判断为阳性

病例)#

XLHU

与
VJ

试验联合试验以下简称联合

组#采用卡方检验和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

"

#+#*

认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DD#

放射学实践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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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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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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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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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女'

)"

岁'侵袭性肺曲霉菌病'左肺上叶斑片浸润影'周围见少许晕征$箭%(

!

图
$

!

女'

@)

岁'侵袭性

肺曲霉菌病'右肺上叶多发小结节$箭%(

!

图
&

!

男'

)"

岁'侵袭性肺曲霉菌病'左肺下叶实变病灶内见空洞

$箭%'周围模糊'双肺胸膜下多发斑片影(

结
!

果

"b

胸部
XLHU

影像表现

感染组
*"

例中有多种不同形式影像学表现"

"$

例出现靠近胸膜的楔形及斑片浸润影(图
"

)"

'

例出现

晕征"

*

例出现两肺多发小结节(图
$

)"

$

例出现实变

病灶内现空洞(图
&

)#

&

例肺部同时出现多处病灶及

多种形态病变#

$b

胸部
XLHU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及联

合试验结果

感染组
*"

例"其中
XLHU

阳性
&#

例!

VJ

试验

阳性
&'

例!联合试验组阳性
)(

例#非感染组中

XLHU

阴性
*)

例!

VJ

试验
*@

例!联合试验
*#

例

(表
"

)#

表
"

!

XLHU

及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结果
!

$例%

分组
4

XLHU

阳性 阴性

VJ

试验

阳性 阴性

联合试验

阳性 阴性

感染组
*" &# $" &' "& )( )

非感染组
@& % *) ( *@ "& *#

&b

诊断效能(表
$

)

XLHU

!

VJ

试验及联合试验组敏感度分别为

*'+'\

!

()+@\

!

%$+$\

"联合试验与
XLHU

敏感度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

&

$

]"*+&"&

"

!]#+###

).联合试验

与
VJ

试验敏感性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

$

]*+("'

"

!]#+#"(

)#

表
$

!

XLHU

与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单独和联合诊断
EMW

效能
!

$

\

%

分析指标
XLHU VJ

试验 联合试验

敏感度
*'+'( ()+@ %$+$

特异度
'*+( ''+% (%+)

阳性预测率
(@+% ')+) ('+&

阴性预测率
($+# '"+$ %$+@

讨
!

论

"b

早期侵袭性肺曲霉病
XLHU

表现及诊断价值

侵袭性肺曲霉病按发生部位分为血管侵袭性肺曲

霉菌病和支气管侵袭性肺曲霉菌病#毛伍兵等$

'

&总结

侵袭性气管支气管肺曲霉菌病初次胸部
HU

表现主要

为支气管外壁明显增厚!支气管扩张及梭形空洞#血

管侵袭性肺曲霉病
HU

表现主要为肺部实变影周围晕

征!肺梗死实变或内部低密度灶!空洞或空气新月

征$

%

&

#但国内文献对
EMW

早期
XLHU

表现报道较

少#

本研究
EMW

早期
XLHU

表现以肺部浸润影为主

要表现(

"$

%

*"

)且分布特点以肺外周及胸膜下!其形态

以楔形及斑片浸润影为主"边界欠清#其病理基础为

真菌菌丝浸润和%或阻塞靠近肺外周的肺动脉致肺组

织梗死$

&

&

#可见早期
EMW

是以血管侵袭性病变为主#

晕征通常出现在结节或肿块周围的磨玻璃影"它是肺

曲霉病早期特征性表现"病理基础为结节或肿块周围

肺泡出血灶"中晚期常被吸收$

"#

&

#新月形空洞被认为

是
EMW

比较有特性性影像学表现"但它一般出现在中

晚期"早期较少出此征"空洞在本次研究仅占
$

%

*"

#

$b

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在早期侵袭性肺曲霉病

诊断中的价值

VJ

是一种真菌细胞壁成分"在曲霉菌菌丝侵入

组织时释放"可在血清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检测

到$

""

&

#本研究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的敏感度
()+@\

"

比
eK4D

;

G4fGK

等$

%

&血清
VJ

试验
@$+&\

高#多项

研究表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VJ

的检测比血清
VJ

的检测有更好的检测性能$

"$

"

"&

&

#其原因可能为在支

气管肺泡灌洗液中存在大量的吞噬细菌"可通过吞噬

真菌从而促进半乳甘露聚糖的大量释放"提高了早期

诊断敏感性$

"

"

"&

"

")

&

#有学者研究提示支气管肺泡灌洗

液
VJ

试验对儿童
EMW

的诊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特

异性$

"*

&

#

&b

联合试验在早期侵袭性肺曲霉病诊断中的

优势

EMW

早期的
XLHU

影像学表现多种多样"以位于

肺外周及胸膜下浸润阴影为多见"但此征象也可出现

在肺梗死及细菌性感染等病例"因它可出现假阳性及

假阴性#本研究
XLHU

诊断的敏感度及特异度分别

CFD#

放射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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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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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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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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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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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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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影像学上晕征及空气新月征

等特异性表现并不多见#本研究联合试验的敏感性及

阴性预测率均高于
XLHU

及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的

单项检查#有学者认为血清
VJ

试验联合
HU

检查可

能对于
EMW

的诊断比单独其中一项检查意义更大$

"@

&

#

$#"'

年陈立鹏等$

(

&研究了
XLHU

联合血清
VJ

试验

对
EMW

早期诊断的价值"它的并联组(

XLHU

!血清

VJ

试验其中一项试验为阳性时判断为阳性病例)的

敏感度!阳性预测率及阴性预测率(

%)+*\

!

('+(\

!

%@\

)与本研究联合实验组(

%$+$\

!

('+&\

!

%$+@\

)

相似#有文献表明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VJ

比血清
VJ

的检测有更好的检测性能$

"$

&

"据此推测"

XLHU

联合

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比
XLHU

联合血清
VJ

试验应

具有更高的诊断效能#可能是陈立鹏等$

(

&入选病例均

为免疫功能低下患者"而本研究入选病例中免疫功能

低下患者较少(

))

%

"")

)"导致两项研究的诊断效能接

近#

本研究
XLHU

!肺泡灌洗液
VJ

及联合试验中特

异性最高的是肺泡灌洗液
VJ

(

''+%\

)"这提示在临

床中发现患者肺泡灌洗液
VJ

检查为阳性"同时胸部

XLHU

检查发现位于肺外周及胸膜下浸润阴影!双肺

多发小结节及晕征时"诊断
EMW

的可能性非常大#总

之"笔者认为在无病理组织诊断的情况下胸部
XLHU

联合肺泡灌洗液
VJ

试验可能是目前诊断
EMW

最准

确的诊断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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