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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在原发性肝癌中第

二位"占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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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发病率有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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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手术根治性切除为主是
EJHH

主流治疗方案"然后患

者预后较差"术后复发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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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复发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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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指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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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因素主要包

括病灶大小!脉管侵犯!肝硬化背景!淋巴结转移!手术

切缘阳性以及肿瘤的多灶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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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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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预后影响因素对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的调整和制

定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文献提出了通过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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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危险因素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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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模型以实现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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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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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目前文献多集中于

临床病理因素对
EJHH

预后模型的建立"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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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像学征象仍鲜见文献报道#本研究综合分析通过建立

对
EJHH

早期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旨在为患者预

后的评估提供客观!量化的参考依据#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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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入组

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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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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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年
@

月本院手术治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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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纳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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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未行

放化疗!射频消融等相关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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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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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检

查时间与手术间隔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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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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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手术证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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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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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图像欠佳或资料佚失.

"

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或存在远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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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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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统计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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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早期复发的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显示动脉期强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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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早期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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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早期复发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建立及

验证

基于多因素分析结果建立对
EJHH

术后早期复

发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图
&

)#对各危险因素赋分结果

显示动脉期强化模式(弥漫高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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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预测模型的校准度评估显示通过观察校准曲线

可得出(图
)

)"模型的预测值及实际观察值拟合较好#

此外"

-FG>F

系数等于
#+#%%

"模型的预测校准能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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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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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该预测

模型具备较好的区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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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早期复发列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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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EJHH

术后早期复发预测模型校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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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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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7=>CD307C>

$动脉期强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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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分化程度)瘤内坏死%对比
J7=>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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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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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分期)分化程度)瘤内坏死%的决策曲线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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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决策曲线分析显示

J7=>CD307C>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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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比较体现出更高的净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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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根治性切除是
EJHH

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案"

由于手术根治率较低且术后复发或转移率仍较高"限

制了手术方案的总体获益#针对
EJHH

术后不良预

后危险因素的评估是目前研究热点"尚无统一定论#

列线图是能够简化!直观!可视化表达各因子对结局变

量的预测价值"实现对结节变量的量化预测#有鉴于

此"本研究在综合既往临床病理因素的列线图基础上

进一步联合
JL

影像学征象"为开发新的预测因子"

完善预测模型的客观全面性提供有效的参考工具#

本研究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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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因子"最终入组建模的指

标包括动脉期强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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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分化程度!瘤内坏死.

更高的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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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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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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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笔者综合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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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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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JLE

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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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该模型的校准曲线及
-FG>F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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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期强化模式对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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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早期复发的重要贡献价值#

综上所述"本研究综合临床病理因素及影像学指

标建立了预测
EJHH

术后早期复发的列线图预测模

型#更进一步证明了
JL

动脉期强化模式对预测
EJ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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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早期复发的重要性"动脉期弥漫低强化的类型

预后更差#本研究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是本研究

属于单中心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选择偏倚.其

次"本研究入组病例数有限"有待进一步扩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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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诊断"栏目征文启事

!!

!请您诊断"是本刊
$##(

年新开辟的栏目'该栏目以临床上少见或容易误诊的病例为素材'杂志在

刊载答案的同时配发专家点评'以帮助影像医生更好地理解相关影像知识'提高诊断水平(栏目开办

"&

年来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请您诊断"栏目荣获第八届湖北精品医学期刊-特色栏目奖.(

本栏目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投稿'并积极参与!请您诊断"有奖活动'稿件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请您诊断"来稿格式要求+

!

来稿分两部分刊出'第一部分为病例资料和图片*第二部分为全文'即

病例完整资料$包括病例资料)影像学表现)图片及详细图片说明)讨论等%*

"

来稿应提供详细的病例资

料'包括病史)体检资料)影像学检查及实验室检查资料*

#

来稿应提供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图片'包括

横向图片$

^

线)

HU

或
JLE

等不同检查方法得到的影像资料'或某一检查方法的详细图片'如
HU

平扫

和增强扫描图片%和纵向图片$同一患者在治疗前后的动态影像资料'最好附上病理图片%'每帧图片均

需详细的图片说明'包括扫描参数)序列)征象等'病变部位请用箭头标明(

具体格式要求请参见本刊$一个完整病例的第一部分请参见本刊正文首页'第二部分请参见
$

个月

后的杂志最后一页'如第一部分问题在
"

期杂志正文首页'第二部分答案则在
&

期杂志正文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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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L?=G7CMF?51G5>

"

.51$#$"

"

Y7C&@

"

Z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