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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多普勒超声联合CT
三维成像定位在周
围型肺癌穿刺活检
中的应用

四川省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四川 成都 610051)

周和平   王硕华   杨鸿捷

【摘要】目的 探究在周围型肺癌穿刺活
检中使用多普勒超声联合CT三维成像定位
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015年9
月～2018年9月收治使用胸部CT诊断为疑
似周围型肺癌的93例患者影像学资料，依
据患者影像学检查方式不同将多普勒超声
联合胸X片检查与多普勒超声联合CT三维
成像定位患者分为对照组(n=43)和观察组
(n=50)。患者多普勒超声影像学表现分
析，比较两组患者肺癌检出率、诊断效
率，穿刺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肺癌患
者病灶中有不均回声，与周围组织分界不
清晰，病灶中血管分布紊乱，血运丰富；
良性肿瘤患者病灶与周围组织之间界线明
晰，病灶内部可见稍强回声，其中血管多
为平直型或者其中血流较少。观察组患者
一次穿刺成功率(92.00%)显著高于对照组
(69.77%)(P＜0.05)；观察组患者周围型
肺癌检出率为94.00%，对照组患者周围型
肺癌检出率为74.42%，两组患者肺癌检出
率比较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
诊断特异度以及准确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穿刺后
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8.00%和25.58%，两
组患者穿刺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显著(P
＜0.05)。结论 周围型肺癌穿刺活检中使
用CT三维成像定位后多普勒超声引导可以
有效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以及肺癌检出
率，穿刺后并发症发生率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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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 i ca t ion  o f  Dopp le r  U l t r a sound 
Combined with CT Three-dimensional 
imaging Positioning in Puncture Biopsy of 
Peripheral Lung Cancer
ZHOU He-ping, WANG Shuo-hua, YANG Hong-jie. The Sixth People's Hospital of 

Chengdu, Chengdu 610051,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Doppler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CT three-dimensional imaging positioning in puncture biopsy of peripheral lung 

cancer.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imaging data from 93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peripheral lung cancer diagnosed by chest CT in the hospital from 

September 2015 to September 2018. According to different imaging examination methods, 

patients undergoing Doppler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chest X-ray examination were 

enrolled as the control group (n=43). Patients undergoing Doppler ultrasound combined 

with CT three-dimensional imaging positioning were enroll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n=50). The imaging findings of Doppler ultrasound were analyzed. The detection rate 

of lung cancer, the diagnostic efficiency and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fter punctu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uneven echoes in the 

lesions of lung cancer patients. The boundary with surrounding tissues was not clear. 

The distribution of blood vessels in the lesions was disordered. And the blood supply was 

abundant.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lesions and the surrounding tissues was clear in the 

benign tumor patients. There were little strong echoes inside the lesions. Most of blood 

vessels were straight or the blood flow was little. The one-time success rate of punctu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92.00% vs 

69.77%) (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detection rates of peripheral 

lung cancer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94.00% vs 74.42%) (P

＜0.05). The diagnostic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fter punctur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8.00% vs 25.58%) (P＜0.05). Conclusion  Doppler ultrasound guidanc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one-time success rate of puncture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lung 

cancer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CT three-dimensional imaging positioning in puncture 

biopsy of peripheral lung cancer.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fter puncture is less. 

[Key words] Doppler Ultrasound; CT Three-dimensional Imaging Positioning; Peripheral 

Lung Cancer; Puncture Biopsy

    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且患者呈逐渐年轻化，在

患病早期及时诊断对于后期治疗、患者预后意义重大
[1]
。肺癌发病种类

以及部位较为复杂，目前对于其诊断方式主要有纤维支气管镜检查、

经皮肺穿刺活检以及痰脱落细胞学检查等
[2]
。这些方法因为检查复杂、

检查费用较高、X线辐射以及检查后并发症频发等缺点各有不足之处。

多普勒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是鉴别肺部病变的有效微创技术，具有显

像技术好、安全以及图像清晰等优点，在检查期间进行CT三维成像定

位，可以有效了解患者肺部包块，并进行精准定位从而选取最佳穿刺

位置
[3]
。多普勒超声联合CT三维成像定位已经被用于经皮肾镜取石术  

中
[4]
，但两者联合用于周围型肺癌穿刺活检的报道较少。本研究回顾性

分析我院临床怀疑周围型肺癌患者使用多普勒超声联合胸X片检查与多

普勒超声联合CT三维成像定位影像学资料，为后期两者联合应用提供

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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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诊断效率比较

确诊          观察组              对照组

           恶性        良性        恶性        良性

恶性        46       1       30        7

良性       1         2        2        4

特异度          97.87*                81.08

灵敏度          66.67                66.67

准确度          96.00*                       79.0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我院2015年9月～2018年9月收治

使用胸部CT诊断为疑似周围型肺

癌93例患者影像学资料，纳入标

准：①胸部X线检查发现患者肺

部出现周围型肿块或者结节；②

常规检查如心肺功能以及血液检

测显示正常；③可进行肺穿刺活

检；④影像学资料完整。排除标

准：①咳嗽剧烈导致不能配合研

究相关操作者；②凝血异常或者

穿刺部位感染患者；③病变部位

被肺大泡包围者；④肺部功能异

常如肺动脉高压或者肿块为动脉

瘤者；⑤对穿刺活检不耐受患

者。依据患者影像学检查方式不

同将多普勒超声联合胸X片检查和

多普勒超声联合CT三维成像定位

患者分为对照组(n=43)和观察组

(n=50)，对照组患者中男23例，

女20例；年龄31～84岁，平均

(53.67±5.84)岁；病变位置：

左肺上叶、下叶各8、9例，右肺

上叶、下叶各9例、6例，其他肺

内病变11例。观察组患者中男24

例，女26例；年龄30～81岁，平

均(53.42±5.53)岁；病变位置：

左肺上叶和下叶各10和9例，右肺

上叶和下叶各10例和12例，其他

肺内部位9例。两组患者各项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1.2 方法   对照组和观察组

患者分别使用胸X线和CT三维成

像检查定位病变部位，明确病灶

大小、形态、病灶血供情况及其

与周围组织之间关系，综合考虑

上述因素后选取合适穿刺部位、

体位、进针深度以及方向。两组

患者均在多普勒超声引导下穿

刺，患者局部麻醉后在型号为东

芝SSD240彩色多普勒超声引导下

进针，进针针号使用18G自动活

检针，显示屏上出现强回声针尖

点表示其已经穿刺至病灶中，开

始将活检针击发进行病理组织切

割，待枪响后将针退出，拔针后

获得切割组织，检查组织为如鱼

肉样则提示为穿刺成功，若组织

颜色为暗红色则需重新取材，取

好组织固定后送做病理检查。

  1.3 观察指标   患者多普勒

超声影像学表现，两组患者肺癌

检出率，诊断效率，穿刺后并发

症发生率。

  1.4  确诊标准
[5]

    恶性肿

瘤：①活检后手术证实；②后期

随访证实；③组织学定位癌细

胞。良性肿瘤：①患者肿瘤病情

稳定或者后期经治疗病灶萎缩甚

至缩小；②活检后手术证实。

  1.5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

数据使用SPSS  20.0进行处理，

计数资料以及计量资料分别使

用t检验和χ
2
检验比较，表示为

(χ
-
±s)，P＜0.05认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多普勒超声影像学

表现   肺癌：患者病灶内部出现

不匀回声，与周围组织边界不清

楚，病灶附近有杂乱气体回声，

压迫肺组织部位多呈现不完整形

状；病灶中血管分布紊乱，血运

丰富，取出组织为鱼肉样。良性

肿瘤：病灶与周围组织之间界线

明晰，压迫肺组织部位为三角

状，肿块中可见小等号征，病灶

内部可见稍强回声，其中血管多

为平直型或者其中血流较少。

  2.2 两组患者肺癌检出率比

较   观察组患者一次穿刺成功46

例，成功率为92.00%，对照组患

者一次穿刺成功30例，成功率为

69.77%，两组患者穿刺成功率差

异显著(χ
2
=6.234，P＜0.05)。

观察组患者诊断周围型肺癌47

例，检出率为94.00%，其中恶

性肺癌40例，腺癌25例，鳞癌6

例，小细胞癌4例，其他癌5例；

对照组患者诊断肺癌32例，检出

率为74.42%，其中其中恶性肺癌

27例，腺癌16例，鳞癌4例，小

细胞癌5例，其他癌2例；两组

患者肺癌检出率比较差异显著

(χ
2
=5.485，P＜0.05)。

  2.3 两组患者诊断效率比较  

观察组诊断特异度、灵敏度以及

准确度分别为97.87%、66.67%、

96.00%，对照组81.08%、66.67%

和79.07%，观察组患者诊断特异

度以及准确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1。

  2.4 两组患者穿刺后并发症

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

患者穿刺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

为8.00%和25.58%，两组患者穿

刺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显著(P

＜ 0.05)，见表2。

  3  讨   论

    由于工业发展进程加快，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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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穿刺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咯血   气胸     血胸   感染发热   胸腔积液  发生率

观察组 50   2(4.00)  1(2.00)    0      0      1(2.00)   4(8.00)

对照组 43   3(6.98)  2(4.65)   2(4.65)  3(6.98)   1(2.33)  11(25.58)

χ2                                4.063

P                               ＜0.05

癌患者发病率逐年上升趋势，但

是由于其发病初期症状与一些呼

吸道疾病较为相似，导致患者就

诊时极易出现误诊以及漏诊，而

在特异性症状出现后患者病情一

般已至晚期，错过治疗的最佳

期间，导致该病致死率极高[6]。

临床上病理活检是诊断肺癌的最

佳方法，但是病灶组织获取的情

况严重影响患者的诊断结果。影

像学引导下经皮穿刺活检不仅可

以清楚显示病灶与周围组织及血

管关系，确定穿刺部位，穿刺针

进针方向以及深度等，整个活检

过程患者仅需局麻、患者配合度

高，有助于提高活检的诊断准确

性[7]。已有研究证实CT三维成像

定位技术用于肺部穿刺活检中可

以有效提高一次穿刺成功率以及

诊断准确率[8]。本研究中在周围

型肺癌穿刺活检时使用多普勒超

声引导同时加用CT三维成像定位

技术，旨在为穿刺提供更为准确

的方法。

    正确区别病变组织与正常组

织差异是进行定位以及后续穿刺

的基础，本研究中影像学结果显

示肺癌患者病灶中有不匀回声，

与周围组织边界不清楚，病灶

中血管分布紊乱，血运丰富；

良性肿瘤患者病灶与周围组织

之间界线明晰，病灶内部可见

稍强回声，其中血管多为平直

型或者其中血流较少。随后患

者进行穿刺，观察组患者一次

穿刺成功率(92.00%)显著高于

对照组(69.77%)，观察组患者

使用超声以及CT三维成像定位

技术在经扫描获取病灶数据后

进行重建，一方面可以对穿刺

方案进行完善，提高穿刺成功

率，另一方面其通过对比剂注

入后增强扫描后对正常组织以及

病灶显示来提高活检有效样本获

取
[9]
。观察组患者周围型肺癌检

出率为94.00%，对照组患者周围

型肺癌检出率为74.42%，两组患

者肺癌检出率比较差异显著。张

孔源等[10]认为CT三维成像定位

技术可以有效模拟穿刺路径，实

时观察血管、组织以及病灶之间

关系，正确区别病变以及坏死部

位，保证取材正确性，避免取材

失败导致诊断错误。观察组诊断

特异度、灵敏度以及准确度分别

为97.87%、66.67%、96.00%，对

照组81.08%、66.67%和79.07%，

观察组患者诊断特异度以及准确

度显著高于对照组。穿刺部位以

及获取样本质量严重影响着后期

活检结果，对照组使用X线定位

病变位置时患者复杂病变组织不

能精确显示，影响后期诊断，而

观察组使用CT三维定位技术可以

准确定位并精确取出病灶组织进

行活检，所以观察组诊断效能更    

好
[11-12]

。

    肺癌穿刺后容易出现咯血、

气胸、血胸等穿刺并发症，本研

究中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穿刺

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8.00%和

25.58%，两组患者穿刺后并发症

发生率差异显著，提示多普勒超

声联用CT三维成像定位技术可以

有效减少穿刺后并发症发生率，

其可能是由于在穿刺进行前观察

组患者使用CT三维成像定位技术

清楚了解病灶基本情况，选取最

佳穿刺方案，且一次穿刺成功率

较高，避免了反复穿刺所致并发

症发生 [13]。并发症的发生不仅

与穿刺情况关系密切，还与术前

手术适应症的选择以及术中医师

相关操作等有关。穿刺前选取合

适穿刺针，肿块选择部位为肺外

周，且需要避开大血管等器官。

黎秋等 [14]认为在术中穿刺针穿

透胸膜时患者应屏气以减少对胸

膜伤害；穿刺应选取合适体位使

患者穿刺位置处于下垂位，可以

通过胸腔积液下流来将穿刺口堵

住，减少气胸并发症发生。

    综上，周围型肺癌穿刺活检

中应用多普勒超声引导和CT三维

成像定位技术有助于提高对穿刺

部位定位的准确性病提高一次穿

刺成功率，有助于减少穿刺后并

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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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8，特异度为0.429。提示两

者联合诊断时若为并联实验，则

其中一项检查为阳性，则考虑为

冠心病的可能性较大，这在很大

程度上提高了灵敏度，减少漏诊

率；若二者为串联实验，其中一

项检查为阳性，而另一项检查为

阴性，则诊断不成立，可明显提

高特异度，减少误诊率。但隐匿

性冠心病由于典型临床症状不显

著，故提高灵敏度，减少漏诊具

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隐匿性冠心病采

用高频心电图联合MRI诊断具有

一定临床价值，且二者均具有明

显的影像学特点，利于疾病的检

出。

　　参考文献

[ 1 ] 何 晓 全 , 刘 梅 林 . 中 国 冠 心 病

防 治 策 略 [ J ] . 中 国 全 科 医

学,2015,18(2):239-240.

[2]刘天壤,任方远,李武,等.无症状与

有症状心肌缺血多层螺旋CT冠状动

脉成像对比研究[J].实用放射学杂

志,2015,31(9):1453-1455,1478.

[3]郑园园,郑晓杰,楚坤义.冠状动

脉C T造影图像中钙化伪影对管

腔狭窄评估的影响[J ] .山东医

药,2016,56(11):104-105.

[ 4 ]张正英,李康.心肌缺血M R I扫

描技术现状与进展[J ] .重庆医

学,2017,46(8):1125-1128.

[5]葛丁飞,翁剑枫.基于2D-LDA和高

频心电信号的心肌梗死特征提取

和分类[J ] .航天医学与医学工

程,2013,26(2):125-130.

[ 6 ]鄢磊,阮琴韵,屈朝阳,等.二维

超声心动图检测非ST段抬高型

心肌梗死节段室壁运动异常的

价值[J ] .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

学,2017,14(4):233-237.

[7]Mauricio R,Srichai M B,Axel L,et

al.Stress Cardiac MRI in Women

With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Nonobstructiv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Clinical Cardiology,

2016,39(10):596-602.

[ 8 ] Z h a o  X , Z h a n g  Y , S u n  Y , e t 

al.Assessment of myocardial 

v i a b i l i t y  w i t h  d e l a y e d -

enhancement MRI i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A correlative 

study with coronary artery 

s t e n o s i s  u s i n g  d i g i t a 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J]. 

Experimental & Therapeutic 

Medicine,2016,12(4):2285-2289.

[9]王建花.MDCT与MRI在冠心病诊断中

的现状与进展[J].实用放射学杂

志,2017,33(5):791-794.

[10]Jurak P,Halamek J,Meluzin J,

et al.Ventricular dyssynchrony

assessment using ultra-high

frequency ECG technique[J].

Journal of Interventional

Cardiac Electrophysiology,

2017,49(3):245-254.

[11]丁绍祥,张宏考,王智杰,等.老年

人心电图QRS波终末切迹发生率及

相关因素分析[J].中华老年医学杂

志,2016,35(7):707-710.

[12]王昆,朱天刚,张先文,等.心冲

击图和心电图进行心率变异性分

析的比较[J ] .中华心血管病杂

志,2015,43(5):448-451.

(本文编辑: 刘龙平)

【收稿日期】2018-11-12

[ 7 ] W i n n  N , S p r a t t  J , W r i g h t 

E,et al.Patient reported 

experiences of CT guided lung 

biopsy: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J].Multidiscip Respir 

Med,2014,9(1):53.

[8]张孔源,褚玉静,李林坤,等.MSCT后

处理技术在经皮肺穿刺活检中的立

体定位研究[J].中国医学计算机成

像杂志,2014,20(3):242-245.

[9]杨清杰,胡蒙,郭明.新型三维穿

刺定位引导器在经皮肺穿刺活检

术中的应用[J].中国微创外科杂

志,2016,16(11):1019-1022.

[10]张孔源.CT三维数字化导航穿刺技

术在经皮肺穿刺活检中的应用[J].

介入放射学杂志,2016,25(9):779-

783.

[11]陈松茂,叶烈夫,洪运,等.穿刺针

数及穿刺位置对肾肿瘤穿刺活检影

响的体外研究[J].临床泌尿外科杂

志,2017,32(9):63-65,68.

[12]张孔源.多层螺旋CT三维数字化导

航穿刺在气管前腔静脉后间隙病变

活检中的应用[J].中国医学影像学

杂志,2017,25(1):26-29.

[13]李杰,王先国,雷鸣,等.CT三维

立体全身穿刺定位装置的研发及

临床应用研究[J ] .中国医学装

备,2015,12(8):29-33.

[ 1 4 ]黎秋 ,时彩红.超声引导经皮

肺穿刺活检诊断肺周围型占位

性病变的临床价值[J ] .广西医

学,2018,40(1):97-98,101.

(本文编辑: 黎永滨)

【收稿日期】2019-01-28

（上接第 57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