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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结合微钙化的形态和分布描述!对乳腺
h

线摄影
\=)<FG:!

级可疑恶性微钙化进

行准确的风险分层"方法!回顾性分析
5"$#

年
$

月
'5"5$

年
9

月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经

病理证实的乳腺
h

线摄影
\=)<FG:!

级可疑恶性微钙化患者
$59"

例"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采用
3

5

检验或
U,K/2B

确切概率法分析可疑恶性微钙化的相关危险因素!计算并比较阳性预测值$

RR>

%"

结果!患者的绝经状态#微钙化的形态及分布是
\=)<FG:!

级可疑恶性微钙化的相关危险因素$

!

#

"6"E

%!乳腺
h

线摄影
\=)<FG:!

级可疑恶性微钙化总体
RR>

为
#%6$P

"各形态描述的
RR>

分别为'

无定形钙化
46EP

!粗糙不均质钙化
5569P

!细小多形性钙化
&!6&P

!细线状或细线分支状钙化

%$6$P

"分布描述的
RR>

如下'区域分布
#56!P

!成簇分布
#46%P

!线样分布
4%65P

!段样分布

&"6#P

&对于形态和分布描述组合!无定形钙化区域#成簇分布#线样或段样分布的
RR>

分别为
!6$P

#

E65P

#

!"6%P

&粗糙不均质钙化区域分布#成簇分布#线样或段样分布的
RR>

分别
$E6&P

#

5!6EP

#

4#64P

"结论!由于无定形#粗糙不均质和细小多形性微钙化的
RR>

存在差异!建议在形态描述进行亚分级!

并结合可疑微钙化的形态和分布描述可进行准确的风险分层!尤其是对于绝经后的患者!恶性可能性更高"

#关键词$

!

乳腺肿瘤&乳腺
h

线摄影术&微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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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
h

线摄影是乳腺疾病的最基本检查方法!

!"

岁及以上乳腺癌一般风险女性应每年检查一次!其检

查的目的在于发现潜在的乳腺癌和其他乳腺疾病!除

改善疗效外!还可有效降低乳腺癌死亡率*

$

+

!乳腺
h

线摄影在检出钙化方面!具有其他影像学方法无可替

代的优势*

5

+

'在乳腺癌筛查中发现微钙化"

*,7B87+-7,)

M,7+@,83K

!

WVVK

#与约
EEP

的不可触及的乳腺肿瘤和

&EP

"

%EP

的乳腺导管原位癌"

L07@+-7+B7,38*+,3

K,@0

!

GV=:

#相关*

#

!

!

+

!美国放射学院"

F*2B,7+3V8--2

C

2

8M<+L,8-8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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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

版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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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B2+K@,*+

C

,3

C

B2

N

8B@+3LL+@+K

D

K@2*

!

\=)<FG:

#建

议将
WVVK

分为典型良性
WVVK

和可疑恶性
WVVK

!

其中可疑恶性
WVVK

包括无定形&粗糙不均质&细小

多形性&细线状或细线分支状钙化!前三种
WVVK

阳

性预测值"

N

8K,@,O2

N

B2L,7@,O2O+-02

!

RR>

#评估为
!\

级"

$"P

#

RR>

&

E"P

#!第四种
RR>

评估为
!V

级

"

E"P

#

RR>

&

%EP

#

*

E

+

$尽管
\=)<FG:!

级可疑恶

性
WVVK

可以具体分为
!\

级和
!V

级!但不同描述

RR>

值不同$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并探讨与乳腺
h

线

摄影
\=)<FG:!

级可疑恶性
WVVK

相关危险因素!计

算并比较其
RR>

$

材料与方法

$6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
5"$#

年
$

月
)5"5$

年
9

月就诊于哈尔

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并进行乳腺
h

线摄影检查!

乳腺钼靶报告为
\=)<FG:!

级单纯
WVVK

患者的临

床资料$纳入标准%

#

术前接受乳腺
h

线摄影检查且

投照体位及图像质量均符合诊断要求!所有病灶均经

乳腺外科手术且有明确病理结果!且术后用乳腺
h

线

机对标本进行验证'

$

\=)<FG:!

级单纯微钙化患

者!不伴有肿块&不对称致密&结构扭曲'

%

首诊检查前

无其他治疗$排除标准%

#

患者已确诊乳腺癌或其他

恶性肿瘤'

$

患者曾接受过抗癌治疗"放疗或化疗#$

本研究共纳入
$59"

例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59

"

&9

岁!平均
!&6!e%65

岁$

56

检查方法

采用
T8-8

C

,7:2-23,+

全数字化乳腺
h

线摄影机!

对所有患者常规行双侧乳腺进行头尾位和内外侧斜位

投照!需要时补充侧位投照$

#6

图像分析

所有图像均由两名
5"

年以上乳腺
h

线摄影诊断

经验的医师在不知病理结果的情况下独立诊断!参照

FV<\=)<FG:

第
E

版标准对病变进行评估$如果两

位放射科医师对病变的描述解释不同!则在讨论后达

成共识$分析乳腺
h

线摄影图像表现包括可疑恶性

WVVK

形态&分布!对于具有多个描述特征的
WVVK

!

尽可能归为与其最接近的描述类型$

!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R::546"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率表示!采用
3

5 检验或
U,K/2B

确切概率法对良恶性

WVVK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以
!

#

"6"E

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

果

$6\=)<FG:!

级可疑恶性微钙化患者的临床资料

$59"

例
\=)<FG:!

级可疑恶性
WVVK

患者中!

良性
WVVK

患者
99#

例"

4"6%P

#!其中乳腺腺病
!!E

例&纤维腺瘤
5""

例&高危病变
$5&

例"不典型导管增

生
54

例!导管内乳头状瘤
!%

例!粘液囊肿样病变
!

例!放射状瘢痕
%

例!小叶原位癌
$E

例!不典型小叶增

生
5E

例#!恶性
WVVK

患者
!%9

例"

#%6$P

#!其中原位

癌
#&

例!浸润性癌
!E%

例$经
3

5 检验分析!患者的绝

经状态&

WVVK

的形态及分布是
\=)<FG:!

级可疑恶

性
WVVK

的相关危险因素"

!

#

"6"E

!表
$

#$

表
$

!

\=)<FG:!

级可疑恶性微钙化患者临床资料
!

,例$

P

%-

变量

病理

良性
$

3d99#

%

恶性
$

3d!%9

%

3

5

!

年龄
56#&4 "6$55

!#

E"

岁
!E9

$

4564%

%

595

$

#96#$

%

!%

E"

岁
#$4

$

E&6!$

%

55E

$

!$6E%

%

绝经状态
$$6#59 "6""$

!

绝经前
EE5

$

4!6"!

%

#$"

$

#E6%4

%

!

绝经后
55$

$

E!6$9

%

$&9

$

!E6&#

%

家族史
"64!$ "6!5#

!

无
4$%

$

4"6##

%

!"9

$

#%649

%

!

有
$E!

$

4#6$$

%

%"

$

#46&%

%

生育史
$649! "6$%4

!

无
$9

$

9#6%$

%

4

$

546"%

%

!

有
9E4

$

4"64#

%

!%$

$

#%6#9

%

微钙化形态
4##6E!5

#

"6""$

!

粗糙不均质
#54

$

9965E

%

%4

$

5569E

%

!

无定形
#&4

$

%#6!4

%

59

$

46E!

%

!

细线状或细线分支状
9

$

&6%9

%

9$

$

%$6"#

%

!

细小多形性
E!

$

$E6$#

%

#"#

$

&!6&9

%

微钙化分布
%#6$!&

#

"6""$

!

成簇
!59

$

4#6"9

%

5E"

$

#46%#

%

!

段样
5$

$

$%64#

%

&4

$

&"6#9

%

!

弥漫
$$

$

9&6E9

%

#

$

5$6!#

%

!

区域
#$"

$

496E!

%

$!%

$

#56!4

%

!

线样
!

$

#"699

%

%

$

4%65#

%

A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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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女!

!9

岁!未停经!无乳腺癌病史!左乳区域分布

模糊无定形微钙化!病理为乳腺腺病伴导管腔内微钙

化"

!

图
5

!

女!

4E

岁!停经!无乳腺癌病史!左乳区域

分布细小多形性微钙化!病理为乳腺高
)

中级别导管内

癌"

表
5

!

\=)<FG:!

级可疑恶性微钙化形态及分布描述的
RR>

微钙化
良性

非高危病变 高危病变

恶性

原位癌 浸润性癌
总计

RR>

形态

!

无定形
##4

$

E56$P

%

E"

$

#%P

%

%

$

5#69P

%

$&

$

#6%P

%

!$#

$

#56EP

%

46EP

$

59

(

!$#

%

!

粗糙不均质
5E9

$

#%6&P

%

4%

$

E!P

%

!

$

$"6EP

%

%5

$

5"6"P

%

!55

$

##65P

%

5569P

$

%4

(

!55

%

!

细小多形性
!9

$

965P

%

9

$

E6EP

%

55

$

E96%P

%

5&$

$

4$65P

%

#E9

$

5&6$P

%

&!6&P

$

#"9

(

#E9

%

!

细线状或细线分支状
E

$

"6&P

%

5

$

$64P

%

#

$

96%P

%

4&

$

$!6&P

%

9&

$

46$P

%

%$6"P

$

9$

(

9&

%

分布

!

弥散
9

$

$6$P

%

!

$

#6$P

%

" #

$

"69P

%

$!

$

$6$P

%

5$6!P

$

#

(

$!

%

!

区域
595

$

!565P

%

#&

$

5%69P

%

" $!%

$

#56EP

%

!E%

$

#46$P

%

#56!P

$

$!%

(

!E%

%

!

成簇
#!%

$

E!6$P

%

9&

$

4"6%P

%

$5

$

#$64P

%

5#&

$

E$6%P

%

499

$

E#6#P

%

#46%P

$

5E"

(

499

%

!

线样
#

$

"6EP

%

$

$

"6&P

%

4

$

$E6&P

%

#

$

"69P

%

$#

$

$6"P

%

4%65P

$

%

(

$#

%

!

段样
$!

$

565P

%

9

$

E6EP

%

5"

$

E564P

%

44

$

$!6!P

%

$"9

$

&6!P

%

&"6#P

$

&4

(

$"9

%

!

总计
4!E $5& #& !E% $59" #%6$P

$

!%9

(

$59"

%

56

根据形态&分布和组合描述的
RR>

可疑恶性
WVVK

的总体
RR>

为
#%6$P

$形态学

描述的
RR>

分别为%无定形
46EP

!粗糙不均质

5569P

!细小多形性
&!6&P

!细线状或细线分支状

%$6$P

'分布描述的
RR>

如下%区域分布
#56!P

!成

簇分布
#46%P

!线样分布
4%65P

!段样分布
&"6#P

$

对于形态和分布描述组合!无定形
WVVK

区域分布&

成簇分布&线样或段样分布的
RR>

分别为
!6$P

和

E65P

&

!"6%P

'粗糙不均质
WVVK

区域分布&成簇分

布&线样或段样分布的
RR>

分别
$E6&P

&

5!6EP

&

4#64P

'细小多形性
WVVK

区域分布&成簇分布&线样

或段样分布的
RR>

分别
&56EP

&

&E6!P

&

%"6$P

'线

样分支状
WVVK

区域分布&成簇分布&线样或段样分

布的
RR>

分别
%#6$P

&

&46%P

&

%56#P

"表
5

#$无定

形
WVVK

区域分布&成簇分布时!应纳入
\=)<FG:!F

级!无定形
WVVK

线样&段样分布应纳入
!\

级'粗糙

不均质
WVVK

成簇&区域分布应纳入
!\

级'粗糙不均

质
WVVK

线样&段样分布应纳入
!V

级'细小多形性&

细线样或线样分支状
WVVK

无论何种分布都应纳入

到
!V

级"表
#

!图
$

&

5

#$

表
#

!

\=)<FG:!

级可疑恶性微钙化形态及分布组合描述的
RR>

可疑恶性微钙
化形态及分布 RR>

\=)<FG:

分级

无定形

!

区域
!6$P

$

&

(

$%!

%

!F

!

成簇
E65P

$

$"

(

$%"

%

!F

!

线样或段样
!"6%P

$

%

(

55

%

!\

粗糙不均质

!

区域
$E6&P

$

5"

(

$54

%

!\

!

成簇
5!6EP

$

4%

(

5&$

%

!\

!

线样或段样
4#64P

$

9

(

$$

%

!V

细小多形性

!

区域
&56EP

$

$E$

(

$&#

%

!V

!

成簇
&E6!P

$

%!

(

$$"

%

!V

!

线样或段样
%"6$P

$

EE

(

4$

%

!V

细线状或细线分支状

!

区域
%#6$P

$

59

(

5%

%

!V

!

成簇
&46%P

$

5"

(

5#

%

!V

!

线样或段样
%56#P

$

5!

(

54

%

!V

讨
!

论

乳腺
WVVK

是乳腺癌的早期可疑指标!乳腺

WVVK

发生在乳腺的乳管和其他相关结构中!并遵循

乳管解剖!以往研究发现!与恶性病变相关的乳腺

WVVK

往往体积更小!数量更多!分布更密集*

4

+

!

WVVK

与
GV=

&患者愈后&分子分型显著相关*

9

!

&

+

!

WVVK

还与

生存率降低和复发风险增加有关*

%

+

$在
WVVK

相关

乳腺癌中!管腔
\

型淋巴结转移的风险最高*

$"

+

$

目前!

FV<\=)<FG:

第
E

版建议使用分布描述

语进行描述!如区域&成簇&线样或段样分布!但并未根

EGF

放射学实践
5"5#

年
9

月第
#&

卷第
9

期
!

<+L,8-RB+7@,72

!

S0-5"5#

!

>8-#&

!

A869



据可疑
WVVK

的分布提供风险分层$一些研究报

道*

$$

!

$5

+

!

WVVK

分布也会影响患者的
RR>

!线样"代表

钙化源于一支导管#或段样分布"代表钙化源于一支或

多支分支导管!也可能发生在一叶或一个段叶以上的

多灶性癌#的
WVVK

被认为是高风险的!并且比成簇

分布的
WVVK

"至少有
E

枚
WVVK

占据在一个最大径

线
&

$7*

的空间内!或较多的
WVVK

占据在最大径线

&

57*

的范围内#更可能提示恶性肿瘤!成簇分布的

WVVK

被认为比区域分布
WVVK

"最大径线
$

57*

#更

可疑!这突出表明!在评估
WVVK

恶性可能性时!有必

要同时考虑
WVVK

的形态和分布*

%

+

$在本研究中!线

样分布的
WVVK

恶性可能性远远高于区域或成簇分

布的
WVVK

!这与
FOL+3

等*

$#

+和
V/23

等*

$!

+的研究一

致!支持形态描述和分布描述在恶性肿瘤危险分层中

的作用!不同的形态描述和分布描述有不同的
RR>

!

当考虑到可疑
WVVK

的良恶性时!要结合形态和分布

对可疑恶性
WVVK

进行风险分层*

4

+

$

\=)<FG:

第
E

版推荐的
!F

级&

!\

级&

!V

级最终

评估的恶性可能性分别为
5P

"

$"P

&

$"P

"

E"P

&

E"P

"

%EP

$本研究中发现!无定形
WVVK

的
RR>

"

46EP

#最 低!与 以 往 报 道 相 符 合 "

56&P

"

964P

#

*

$5

!

$E)$9

+

!尤其是无定形
WVVK

区域分布&成簇分

布时!应纳入
\=)<FG:!F

级!良性可能性大!可以选

择影像随访'

c,*

等*

$5

+报道粗糙不均质
WVVK

无论何

种分布都应纳入
!\

级!细小多形性
WVVK

成簇分布

时也要纳入
!\

级!

S,

等*

$&

+报道粗糙不均质
WVVK

区

域分布应纳入
!F

级!成簇分布时应纳入
!\

级'细小

多形性
WVVK

&细线状或细线分支状
WVVK

区域分布

时应纳入
!\

级!然而!本研究发现粗糙不均质
WVVK

线样&段样分布应纳入
!V

级'细小多形性
WVVK

&细线

状或细线分支状
WVVK

成簇&区域&线样或段样分布

时应纳入
!V

级$虽然
!\

级
WVVK

有相当大的机会

发生良性病变!但
!V

级有更高的恶性可能性!会更引

起临床医生的警惕!分析研究结果不同原因可能与样

本量小及观察者间就钙化形态描述差异导致!需要进

一步的前瞻性研究!包括更大的研究人群!来验证笔者

的结果$

V/8,

等*

$$

+研究发现
E"

岁以上且无乳腺癌病史的

女性中检测到弥漫分布的无定形
WVVK

!其平均
RR>

#

56"P

'

T+

D

-2

D

等*

$E

+发现!乳腺
h

射线摄影中成簇

分布无定形
WVVK

%通常不典型!但很少与侵袭性恶性

肿瘤相关'

W+L8J+

等*

$4

+报道!乳腺
h

射线摄影中成

簇分布无定形
WVVK

对乳腺癌的检出贡献最小!并且

被认为与任何可识别的预后改善无关'

(03

等*

$%

+发现

若乳腺
h

线摄影检查发现无定形
WVVK

呈区域状或

成簇分布!并且
W<=

增强检查无强化时!则可考虑随

访!而不是立即活检'

?,

D

等*

5"

+报道%铸形钙化!即具有

长而细的线状分支结构的微钙化!与腋窝淋巴结转移&

雌激素受体"

2K@B8

C

23B272

N

@8B

!

(<

#阴性和人表皮生

长因子
5

"

/0*+32

N

,L2B*+-

C

B81@/M+7@8B5

!

T(<5

#

过表达显著相关!铸形钙化显著降低总生存期"

8O2B+--

K0BO,O+-@,*2

!

H:

#和无病生存期"

L,K2+K2MB22K0BO,O)

+-

!

GU:

#!铸形钙化是乳腺癌患者的一个独立预后因

素$

以往的研究*

%

!

$E

+通过
\=)<FG:

结合
WVVK

形态

和分布来研究
WVVK

的风险分层!未纳入临床因素!

然而!

?,

等*

5$

+报道!乳腺腺体成分&年龄&

\W=

&初潮年

龄晚&首次分娩年龄早&母乳喂养时间长&绝经状态&生

育数量多和有母乳喂养史是乳腺癌重要因素$

W2

C

+3

等*

55

+报道!乳腺活检&未产妇&初生年龄和激素治疗&

绝经状态这些风险因素通过使乳腺组织成分的变化影

响乳腺癌风险'

T0

等*

5#

+研究发现
\=)<FG:Z:!

级

病变患者的
RR>

和年龄显著相关!在指定最终评估级

别时!应密切关注老年患者!

?2,

等*

5!

+是第一次利用影

像组学对乳腺
WVVK

良恶性病变的预测进行研究!通

过
?8

C

,K@,7

回归分析!确定影像组学特征和绝经状态

为独立危险因素!

V/23

等*

$!

+对
$5#

例患者回顾性研

究发现!乳腺
h

线摄影检查中!

WVVK

的形态&分布&

最大直径以及绝经状态是可疑恶性
WVVK

的独立预

测因素$

:/23

等*

5E

+开发了基于
!

个风险因素!即年

龄&乳腺
h

线摄影检查目的&成簇无定形钙化的最大

跨度和乳腺导管平行-垂直方向的最大跨度的比值来

预测单纯成簇无定形
WVVK

的恶性风险!发现年龄
%

4"

岁的老年女性比年轻女性有更高的恶性可能性!

H-,

C

+32

等*

$E

+发现
E"

岁以下的人群患乳腺癌的概率

较低!本研究纳入临床危险因素!发现患者年龄&乳腺

癌家族史&生育史不会影响乳腺
WVVK

的
RR>

!然而!

绝经状态是乳腺恶性
WVVK

的危险因素!与
?2,

等*

5!

+

及
V/23

等*

$!

+等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的局限性%

#

样本量不够大!没有明确病理

诊断的患者未纳入研究!且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不可

避免存在选择偏倚'

$

放射科医生最初评估可疑

WVVK

时做出的活检还是随访的决定并不一致!拒绝

乳腺活检和乳腺手术的患者没有入组'

%

只回顾了手

术时乳腺
h

线摄影
WVVK

检查结果!但并没有与之前

的检查进行比较!以确定新的发展&增加或可疑的变

化!这也会影响
\=)<FG:

分级$

综上所述!由于无定形&粗糙不均质和细小多形性

WVVK

的
RR>

不同!需要对可疑恶性
WVVK

的形态描

述进行亚分级!结合可疑
WVVK

的形态和分布描述可

提供准确的风险分层!尤其是当患者绝经后!恶性可能

性更大$

#GF

放射学实践
5"5#

年
9

月第
#&

卷第
9

期
!

<+L,8-RB+7@,72

!

S0-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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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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