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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探讨锥光束乳腺增强
JF

影像特征与乳腺癌激素受体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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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状态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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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年
1

月在我院经病理证实的
&!1

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年龄及免疫组化结果#和术前锥光束乳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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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其中!激素受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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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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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阴性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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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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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组为
%)

例!阴性组为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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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特征

主要包括肿块大小&形状&毛刺&可疑恶性钙化&肿块强化程度&内部强化特征&非肿块样强化&子灶&邻近

皮肤回缩及乳头回缩$比较乳腺癌激素受体阳性组及阴性组&

7+9,$

阳性组及阴性组之间
JccJF

影

像特征的差异$然后!采用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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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方法从影像特征中筛选出激素受体阳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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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性乳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构建相应的预测模型并绘制模型的列线图!使用
9OJ

曲线&校正曲线及决

策曲线分析"

;JI

#评估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与激素受体阴性组比较!阳性组的肿块较小!呈圆%卵

圆形&毛刺征及皮肤回缩征更常见'二元
05

L

/AQ/4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块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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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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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联

合上述
%

个征象构建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预测模型!其
ISJ

为
#3)((

"

'"UJ:

(

#3)&&

"

#3(1"

#!敏感度

为
1(3!U

!特异度为
("3$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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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组肿块强化程度较阴性组高!可疑恶性钙化&乳头回缩&非肿

块样强化及子灶的出现率更高'将上述
"

个特征纳入二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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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中!发现毛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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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肿块强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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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7+9,$

阳性乳腺癌的独立危险因素!所构建的
7+9,$

阳性乳腺癌预

测模型的
ISJ

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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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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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敏感度为
1(3&U

!特异度为
(!3&U

$结论!乳腺癌的

JccJF

影像特征能够预测激素受体及
7+9,$

的表达状态'

JccJF

有望为乳腺癌个性化治疗决策提

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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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激素受体'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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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模型'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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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是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

&

*

&目前乳腺癌

的治疗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内分泌治疗#抗
7+9,$

靶

向治疗#化疗以及手术治疗等&临床上乳腺癌的治疗

决策及预后等与其雌激素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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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激素受体"

]

>5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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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

$#人表皮

生长因子受体
$

"

7+9,$

$和
=/,1)

等基因的表达状态

密切相关)

$

*

!治疗前明确乳腺癌的分子分型至关重要&

目前病理学检查仍然是判定乳腺癌免疫组化结果

的金标准!但近几年来的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影像学手

段在无创性预测乳腺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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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达状态及分子分型方面具有较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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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大多

数研究聚焦于乳腺
89: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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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全视野数字化乳

腺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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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为重叠影像且不能观察乳腺癌的血流

动力学特征!而乳腺
89:

在评估对乳腺癌诊断具有重

要价值的微小钙化方面存在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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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了上述缺陷&

JccJF

是基

于锥形束
[

射线的一种乳腺专用#具有各向同性的高

分辨率
JF

成像技术!静脉注射对比剂后能在三维基

础上显示肿瘤血管及病灶的强化特点!具有无组织挤

压#提供三维视角和快速完成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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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点&目

前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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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学特征与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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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

表达状态相关性的文献报道较少&本研究旨

在分析
JccJF

影像特征与乳腺癌激素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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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状态的相关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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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特征

在预测激素受体阳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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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乳腺癌中的效能!

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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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导乳腺癌个体化治疗方面的临床应

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通过了本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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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受试者知情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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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块大小测量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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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轴面
JccJF

图像!肿块最长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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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面图像!肿块最长

径为
&'3)--

'

4

#矢状面图像!最长径为
$!3$--

$此例患者取
!

个平面图像上测量的病灶最长径的最大值

即
$!3%--

作为肿块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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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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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块强化程度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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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测量病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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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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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面脂肪组织的
JF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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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
JccJF

图像!选取肿块内强化最明显的区域进行测

量!病灶的
JF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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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面脂肪组织的
JF

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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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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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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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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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年
1

月在本院接

受锥光束乳腺增强
JF

检查的患者资料&纳入标准'

#

病理确诊为乳腺癌%

$

免疫组化相关检查资料"

+9

#

D9

及
7+9,$

$完整&排除标准'

#

扫描前接受过乳腺

癌相关治疗或穿刺活检%

$

受检乳房内病灶显示不全%

%

仅表现为非肿块样强化%

*

图像质量不符合放射科

质量控制标准&

$dJF

检查方法

使用科宁公司
=cJF,&###

锥光束乳腺
JF

机进

行双侧乳房扫描&扫描参数'管电压为
%'BP

]

%管电

流由机器根据待检乳房大小及密度自动调整!范围为

"#

"

&##-I

&受检者取俯卧位!乳房自然悬垂于检查

孔洞内&依次行健侧#患侧乳房平扫及患侧#健侧乳房

增强扫描&患侧乳房平扫后注入对比剂并使用生理盐

水冲管!对比剂采用碘浓度为
!$#

或
!)#-

L

(

-<

的碘

佛醇!注射剂量为
&3$

"

&3"-<

(

B

L

!生理盐水用量为

对比剂用量的
&

(

!

!注射流率均为
!3#-<

(

A

%对比剂注

射后
&$#A

后依次采集患侧及健侧的乳房增强图像!

单次扫描时间为
&#A

!最终获得两侧乳房平扫及增强

扫描图像&

!d

数据后处理及影像分析

参考美国放射学会发布的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

统"

c:,9I;E

$

$#&!

版图谱"包括乳腺
[

线摄影及乳腺

89:

两部分$来判定病灶的影像学特征'

#

肿块形状

"圆(卵圆形%不规则形$%

$

毛刺"边缘有以肿块为中心

的放射状细线$%

%

可疑恶性钙化"包括非弥漫分布的

无定形钙化#粗糙不均质钙化#细小多形性钙化#细线

样或细小分支状钙化$%

*

肿块内部强化特征"均匀%不

均质%环形$%

+

非肿块样强化"

?5?,-.AAM?Y.?4M,

-M?Q

!

W8+

$%

.

子灶"肿瘤主体病灶之外的转移病

灶$%

/

皮肤回缩%

0

乳头回缩&以上病灶特征由两名

医师分别进行双盲法阅片!意见不同需协商达成一致&

阅片的同时测量肿块大小以及肿块强化程度"

2

JF

$&

肿块大小的测量方法'在横轴面#冠状面及矢状面图像

上分别测量病灶最长径!取其中的最大值"图
&

$%

2

7S

的测量则是选取肿块内强化最明显的区域"图

$

$!计算公式'

2

JF g

"

JF

病灶增强后
* JF

脂肪增强后 #

*

"

JF

病灶增强前
*

JF

脂肪增强前#
1

&!

2

"

&

#

两个指标均取两位医师测量数据的平均值&

%d

乳腺癌病理检查

7+9,$

受体表达状态采用免疫组化及原位杂交

法"

@0\5>MA4M?4M/?A/Q\Y

C

>̀/R/_.Q/5?

!

H:E7

$进行检

测&免疫组化结果的判定'

!T

判定为阳性%

&T

则判定

为阴性%

$T

时则需进一步进行
H:E7

检测!检测结果

为基因扩增则判定为
7+9,$

阳性!反之为阴性)

&%

*

&

参照美国临床肿瘤学会"

IEJO

$(美国病理学家学院

"

JID

$指南)

&"

*

!

+9

及
D9

阳性的标准为整张切片中

细胞核呈现不同程度着色的肿瘤细胞占所有肿瘤细胞

比例
'

&U

!

+9

或
D9

'

&U

为激素受体表达阳性!激

素受体表达阴性的标准为
+9

及
D9

均为阴性&

"d

统计分析

使用
EDEE$13#

统计学软件及
9%3$3#

进行数据

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均数
e

标准差描

述!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明确连续变量在乳腺癌激素

受体和
7+9,$

的阳性组和阴性组之间差异%不符合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使

用曼
,

惠特尼
$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分类变量使用频

数"构成比$表达!并采用卡方检验或
H/AYM>

精确检验

分析分类变量在激素受体阳性组与阴性组#

7+9,$

阳

性组与阴性组之间的差异&进一步使用二元
05

L

/AQ/4

回归分析分别建立预测激素受体阳性和
7+9,$

阳性

乳腺癌的诊断模型!并利用列线图将其可视化!同时采

用
9OJ

曲线#校正曲线及决策曲线分析"

RM4/A/5?

EDD?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R/50D>.4Q/4M

!

;M4$#$!

!

P50!(

!

W53&$



图
!

!

肿块大小箱形图$

.

#激素受体阳性组及阴性组肿块大小的对比'

`

#

7+9,$

阳性组及阴性组肿块大小

的对比$

!

图
%

!

肿块强化程度箱形图$

.

#激素受体阳性组及阴性组肿块强化程度的对比'

`

#

7+9,$

阳性

组及阴性组肿块强化程度的对比$

表
&

!

不同浓度对比剂时肿块强化程度的比较

组别
肿块强化程度%

7S

!$#-

L

%

-<

碘佛醇
!)#-

L

%

-<

碘佛醇
"

%

%

值
#

值

激素受体阳性
(!3)'e!'3"$ '$3'#e%!3!) *#3')# #3!!"

激素受体阴性
'!3#1e!!3(% ')3((e%#3&% #3%)& #31!'

7+9,$

阳性
&#)3##

"

%#31#

#

&&&3##

"

"!3"#

#

*#3#%! #3'11

7+9,$

阴性
)&3)"

"

%'3!#

#

(13"#

"

1(3"#

#

*#3'1! #3!!1

合计
()3%"e!)3%" '%3('e%&3)1 &3#)# #3$()

表
$

!

乳腺癌不同分子分型阳性组与阴性组之间
JccJF

特征的比较
!

%例

影像特征

激素受体表达

阳性组
"

?g($

#

阴性组
"

?g"%

#

,

$ 值
#

值
7+9,$

表达

阳性组
"

?g%)

#

阴性组
"

?g('

#

,

$ 值
#

值

形状
"3()1 #3#&" #3)$! #3!'"

!

圆%卵圆
!!

"

%#3$U

#

&&

"

$#3%U

#

&!

"

$)3)U

#

!&

"

!%3(U

#

!

不规则
%'

"

"'3(U

#

%!

"

)'31U

#

!%

"

)$3!U

#

"(

"

1"3$U

#

毛刺
%)

"

")3!U

#

&!

"

$%3&U

#

&%3"'%

"

#3##& &1

"

!%3#U

#

%%

"

%'3%U

#

$3'") #3#(1

强化特征
&3$!! #3"%# #3#$% #3'((

!

均匀
&!

"

&"3'U

#

"

"

'3$1U

#

1

"

&$3(U

#

&$

"

&!3"U

#

!

不均质
%"

"

"%3'U

#

!$

"

"'3!U

#

$)

"

")3%U

#

"#

"

"13$U

#

!

环形
$%

"

$'3!U

#

&)

"

!&3"U

#

&%

"

$'3(U

#

$)

"

!#3!U

#

有
W8+ &!

"

&"3'U

#

(

"

&%3(U

#

#3#$) #3()# &$

"

$"3"U

#

'

"

&#3&U

#

"31#& #3#&(

有子灶
!$

"

!'3#U

#

$)

"

"#3#U

#

&3"') #3$#1 $'

"

1&3)U

#

!#

"

!!3)U

#

'3(&! #3##$

皮肤回缩
!%

"

%&3"U

#

&#

"

&(3"U

#

)3(!$ #3##" &1

"

!%3#U

#

$(

"

!&3"U

#

#3#'% #3)1#

乳头回缩
)

"

(3%"U

#

"

"

'3$1U

#

*

&3###

$

'

"

&'3&U

#

!

"

!3!)U

#

*

$

#3##!

可疑恶性钙化
!!

"

%#3$U

#

&'

"

!"3$U

#

#3!"! #3""! $1

"

""3!U

#

$1

"

$'3$U

#

(3()1 #3##!

!!!!

注(

$为
H/AYM>

精确检验!未提供相应统计量的值$

4\>̂M.?.0

C

A/A

!

;JI

$进行列线图验证!评估其预测效

能&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

果

&d

一般资料

共将
&!1

例患者纳入本研究!患者均为女性!年龄

$1

"

($

岁!平均"

"$3#!e&#3%)

$岁&其中!激素受体

阳性组
($

例 "

1#3!U

$!激 素 受 体 阴 性 组
"%

例

"

!'3)U

$!两组患者的年龄分别为"

"&31!e&&31%

$和

"

"$31!e(3%)

$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3"%&

!

#g#3"('

$%

7+9,$

阳性组
%)

例"

!%31U

$!

7+9,$

阴

性组
('

例"

1"3%U

$!患者的年龄分别为"

"!3%!e

'3""

$和"

"&3$'e&#3'&

$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

&3&!&

!

#g#3$1#

$&

使用碘浓度为
!$#-

L

(

-<

"

(1

例$或
!)#-

L

(

-<

的碘佛醇"

"#

例$进行乳房增强
JF

扫描!激素受体阳

性组与阴性组以及
7+9,$

阳性组与阴性组中使用
$

种浓度对比剂时肿块强化程度的比较结果详见表
&

&

激素受体阳性组与阴性组以及
7+9,$

阴性组中使用

较高碘浓度"

!)#-

L

(

-<

$碘佛醇时!病灶强化程度均

略高于"

!$#-

L

(

-<

$碘佛醇组!而
7+9,$

阳性组则略

低!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3#"

$!表明肿块强化

程度基本不受对比剂浓度的影响&

$d

乳腺癌肿块大小及强化程度

四组中肿块大小和强化程度的对比见图
!

"

%

&

激素受体阳性组和阴性组中肿块大小分别为

FDD?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R/50D>.4Q/4M

!

;M4$#$!

!

P50!(

!

W53&$



图
"

!

激素受体阳性"

+9'"U

!

D9)#U

#&

7+9,$

阴性右乳浸润性乳腺癌
JccJF

图像$

.

#平扫冠状面图像

示右乳外上象限内不规则等密度肿块"白箭#!边缘可见毛刺"红箭#'

`

"

R

#分别为冠状面&矢状面和横轴面增

强扫描图像!示肿块呈均匀强化!邻近皮肤回缩"黄箭#$

!

图
1

!

7+9,$

"

!T

#阳性&激素受体阴性1

+9

"

*

#!

D9

"

*

#2右乳浸润性乳腺癌
JccJF

图像$

.

#

JccJF

平扫矢状面
8:D

重组图像!示右乳中央区呈簇状分布

的细小多形性钙化"红箭#!为可疑恶性钙化'

`

"

R

#分别为冠状面&矢状面和横轴面增强图像!显示右乳中央

区不规则形肿块呈不均匀强化"白色箭头#!可见子灶"黄色箭头#及局部非肿块样强化"蓝箭#!邻近乳头受侵

犯而发生回缩"绿箭#$

!

图
)

!

激素受体及
7+9*$

阴性右乳浸润性乳腺癌
JccJF

图像$

.

#平扫冠状面

图像示右乳外上象限圆形等密度肿块"白箭#!边界不清'

`

"

R

#分别为冠状面&矢状面和横轴面增强图像!示

肿块呈环形强化"白箭#$

$&3$(

"

&&3""

$和
$%31(

"

&&3)#

$

--

!两组间差异有统

计学"

%g*$31'(

!

#g#3##)

$&

7+9,$

阳性组和阴

性组中肿块大小分别为
$%3#"

"

&$3)"

$和
$$3)#

"

&&3))

$

--

!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g*#3(&#

!

#g#3%&(

$&

激素受体阳性组和阴性组的肿块强化程度分别为

"

()3&$e%#3'%

$和"

'%3(%e!13##

$

7S

!两组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g&3&$(

!

#g#3$1&

$&

7+9,$

阳性组

及阴性组的肿块强化程度分别为
&#(3##

"

%!3"#

$及

)%3##

"

"$3!#

$

7S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g

*!3")1

!

#

"

#3##&

$&

!d

乳腺癌
JccJF

特征的差异

激素受体阳性组与阴性组之间以及
7+9,$

阳性

组与阴性组之间乳腺癌
JccJF

特征的比较结果详见

表
$

&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表现为圆(卵圆形肿块#毛

刺及皮肤回缩征象的出现率均高于阴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3#"

$&

7+9,$

阳性组中非肿块样强

化#子灶#乳头回缩及可疑恶性钙化的出现率均高于阴

性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3#"

$&

%d

激素受体阳性及
7+9,$

阳性乳腺癌预测模型

及验证

二元
05

L

/AQ/4

回归分析显示肿块的大小#形状#毛

GDD?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R/50D>.4Q/4M

!

;M4$#$!

!

P50!(

!

W53&$



图
(

!

乳腺癌预测模型的列线图$

.

#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

`

#

7+9,$

阳性乳腺癌$

图
'

!

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预测模型的评估$

.

#

9OJ

曲线'

`

#校准曲线'

4

#

;JI

曲线$

!

图
&#

!

7+9,$

阳

性乳腺癌预测模型的评估$

.

#

9OJ

曲线'

`

#校准曲线'

4

#

;JI

曲线$

刺征以及皮肤回缩征是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独立预

测因素"表
!

$%由这
%

个征象构建激素受体阳性乳腺

癌预测模型!相应的列线图如图
(.

所示!其
9OJ

曲

线#校准曲线及
;JI

曲线如图
'

所示&预测模型的

ISJ

为
#3)((

"

'"UJ:

'

#3)&&

"

#3(1"

$!敏感度为

1(3!U

!特异度为
("3$U

%

;JI

曲线显示阈值概率在

!!U

"

'1U

时使用该模型预测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

净收益更高%校准曲线结果表明列线图预测结果与病

理结果之间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毛刺#可疑恶性钙化#子灶#乳头回缩以及肿块强

化程度为
7+9,$

阳性乳腺癌的独立预测因素"表
!

$!

据此构建的预测模型绘制列线图"图
(̀

$&

9OJ

曲线

显示列线图预测乳腺癌的
ISJ

为
#3)'%

"

'"UJ:

'

表
!

!

激素受体阳性及
7+9,$

阳性乳腺癌逻辑回归分析结果

征象
c

值
O9

"

'"UJ:

#

#

值

激素受体阳性

!

肿块大小
*#3#!1#3'1%

"

#3'$)

"

#3''"

#

#3#%!

!

形状
*&3&&)#3!$)

"

#3&!&

"

#3))#

#

#3#&!

!

毛刺
&3#'' !3##$

"

&3!&!

"

)3&#"

#

#3#&#

!

皮肤回缩
&3!(# !3')%

"

&3"!)

"

&&3!1&

#

#3##1

7+9,$

阳性

!

毛刺
*#3('!#3%&#

"

#3#&(

"

#3'%#

#

#3#!'

!

可疑恶性钙化
#3(($ $3%&)

"

&3#1)

"

"3"1#

#

#3#!"

!

子灶
&3#%) $3(%(

"

&3$)$

"

13"1(

#

#3#&$

!

乳头回缩
&3)!! "31""

"

&3%$&

"

$(3"')

#

#3#$#

!

肿块强化程度
#3#&" &3#&"

"

&3##%

"

&3#$)

#

#3##'

#3)&&

"

#3()1

$!敏感度为
1(3&U

!特异度为
(!3&U

%

;JI

曲线显示!当阈值概率为
&$U

"

)$U

#

))U

"

=DD?

放射学实践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9.R/50D>.4Q/4M

!

;M4$#$!

!

P50!(

!

W53&$



(&U

及
("U

"

'1U

时!使用该模型预测
7+9,$

阳性

乳腺癌的净收益更高%校准曲线显示校准曲线与标准

曲线贴合良好!表明
7+9,$

阳性乳腺癌预测模型的预

测概率与实际概率有较好的一致性"图
&#

$&

讨
!

论

乳腺癌具有异质性!而影像学手段能够观察病灶

本身及其周围环境&既往多项研究表明!乳腺
[

线检

查及
89:

能够检出乳腺癌#鉴别疾病的良恶性#指导

乳腺穿刺#评估及预测新辅助化疗疗效!同时还能够预

测乳腺癌
+9

#

D9

#

7+9,$

#

=/,1)

表达状态及分子分

型)

'

!

&1,$&

*

&

JccJF

作为一种高分辨率成像技术!能够

三维无重叠显示乳腺病变及病灶强化方式等影像特

征!对乳腺疾病的诊断效能及病灶范围评估的准确性

与乳腺
89:

基本接近)

$$

*

&本研究聚焦于
JccJF

影

像特征与激素受体及
7+9,$

表达状态的相关性!结果

显示'与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相比!受体阳性乳腺癌的

肿块偏小!呈圆(卵圆形#毛刺征及皮肤回缩征更常见&

而
7+9,$

阳性乳腺癌较阴性乳腺癌的肿块强化程度

更高!可疑恶性钙化#乳头回缩#非肿块样强化及子灶

的出现率更高&本研究结果表明
JccJF

部分影像学

特征与乳腺癌激素受体及
7+9,$

表达状态具有显著

相关性&

&d

不同类型乳腺癌
JccJF

特征

本研究中发现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肿块更小!

Z\.?

等)

%

*的研究结果同样发现这一特点&但与本研

究结果不同的是!

Z\.?

等)

%

*的研究中还发现
7+9,$

阳性组及
=/,1)

阳性组较阴性组的肿块更大!其原因

可能是该研究中还纳入了仅表现为非肿块样强化的病

例!导致了对肿块大小的测量方法与本研究不同&本

研究中还发现激素受体阳性组更多表现为圆(卵圆形!

但
8.

等)

&&

*的研究中发现激素受体阳性组及管腔型

乳腺癌多呈不规则形!两项研究结果不同的可能原因

是样本量不同及对肿块形状的判断可能受到主观因素

的影响&本研究中发现毛刺多见于激素受体阳性组!

这与多项研究结果一致)

%

!

(

!

&&

*

&毛刺征是侵袭性较弱

的标志)

&&

*

!其病理基础是癌组织渗透到周围区域!导

致高间质反应和纤维结缔组织增生)

1

*

&

有研究认为肿块强化程度与乳腺癌分子分型相

关)

&&

!

$!

*

&本研究与
hY\

等)

!

*的研究结果同样表明

7+9,$

阳性组肿块强化程度大于阴性组!可能是因为

7+9,$

与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
$

"

.̂A4\0.>M?,

R5QYM0/.0

L

>5bQY@.4Q5>>M4M

]

Q5>$

!

P+XH,$

$相关)

$%

*

!

而后者能够促进更多肿瘤血管生成%

8.

等)

&&

*的研究

结果显示
7+9,$

过表达型的
2

JF

最高!同样也支持

上述推论&但
SY0/

L

等)

$!

*的研究结果显示管腔
I

型

肿块强化程度大于管腔
c

型#

7+9,$

过表达型及三阴

性乳腺癌!且
7+9,$

过表达型的病灶强化程度大于另

外两种分子分型!该研究与本研究结果的差异为分组

方式及
9O:

放置的方法存在一定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肿块内部强化特征在激素受体

阳性组与阴性组#

7+9,$

阳性组与阴性组之间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

#

#3#"

$&

SY0/

L

等)

$!

*的研究中发

现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之间病灶内部强化特征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但
<5?

L

等)

1

*的研究中发现管腔型乳

腺癌多为均匀强化!

7+9,$

过表达型则为不均质强

化!而环形强化型则以三阴性型多见&不同研究之间

结果的差异可能是因为分组方式不同所致%也可能是

因为在注射对比剂后
JccJF

扫描的时间较
89:

短!

此时肿瘤组织的强化程度可能未达到最显著!与无强

化的坏死组织之间对比欠佳&

本研究结果表明
7+9,$

阳性乳腺癌较阴性组更

易出现可疑恶性钙化&既往的多项研究中发现微小钙

化与
7+9,$

阳性或
7+9,$

过表达型乳腺癌显著相

关)

!

!

&&

!

$"

!

$1

*

&这可能是因为
7+9,$

阳性肿瘤的导管

内成分较多!导致乳腺导管内肿瘤组织发生快速增殖

和坏死!进而形成微钙化)

"

!

)

!

&#

!

$)

*

&本研究与
EM

C

@MQQ/?

等的研究均发现
7+9,$

阳性组中非肿块样强化更多

见!可能也与
7+9,$

阳性肿瘤导管内成分较多相

关)

"

*

&同时本研究中还发现!

7+9,$

阳性乳腺癌更易

出现子灶!这可能与
7+9,$

能够促进肿瘤生长#周围

组织侵犯及转移相关)

%

!

&#

*

&

皮肤回缩是恶性肿瘤侵犯悬韧带所致!乳头回缩

则是肿瘤组织侵犯乳后中央区导管所致&本研究中发

现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更易出现皮肤回缩!

7+9,$

阳

性乳腺癌更易出现乳头回缩&但尚未有其它研究将乳

腺癌的这
$

个
JccJF

征象纳入研究范围!而皮肤回

缩及乳头回缩对临床医师选择保乳手术可提供一定的

参考价值&

$d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

#

样本量偏小!尚不能利

用数据进行外部验证!还需要大样本#多中心研究来验

证本研究结果%

$

对
JccJF

影像特征的分类和判定

参考的是
c:,9I;E

中的
89:

以及乳腺
[

线摄影的

特征分类及判定标准!目前尚无乳腺
JccJF

影像特

征的判定规范!有待进一步探讨
JccJF

独有的特征

判定标准%

%

本研究中对乳腺癌影像特征的判定可能

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可以进一步采用影像组学等客观

判定方法探索乳腺癌不同分子分型与
JccJF

特征的

相关性&

综上所述!

JccJF

是一种高分辨率成像技术!其

显示的乳腺癌的部分征象与激素受体及
7+9,$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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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有望为临床乳腺癌个体化治

疗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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