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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value of MSCT for Crohn's disease and enterophthisis. 
Methods The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Crohn's disease (n=47) and enterophthisis (n=35) were collected 
from July 2015 to June 2019. MSCT was performed in both groups, and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MSCT imag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number of women with 
enterophthisi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men (P<0.05). The condition of abdominal pain and perianal 
disease in the enterophthisi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worse than that of Crohn's disease group(P<0.05).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strong positive PPD test (10 cases) and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tuberculosis (18 cases) in the enterophthisi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rohn 
group (P<0.05). Crohn's lesions are more common in the colon, and enterophthisis occurs mainly in 
the cecum. In MSCT, the intestinal wall of enterophthisis was irregularly thickened in 26 cases (74.28%), 
and there were 25 cases (71.42%) with coaxial intestinal stenosis, 22 cases (62.85%) with mesenteric 
vasodilation and  and 18 cases (51.42%)with enlargement of peri-intestinal lymph node,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Crohn's disease (P<0.05), and there is no rregular stenosis and abscess of the 
intestinal cavity,and formation of the fistula. In Crohn's disease, there were 32 cases (68.08%) with 
intestinal wall enhancement, 34 cases (72.34%) with irregular intestinal stenosis, and 6 cases (12.76%) 
with abscess or formation of the fistula,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enterophthisis 
(P<0.05). Conclusion MSCT can visually display the different imaging features of Crohn's disease and 
enterophthi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can be based on imaging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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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罗恩病和肠结核是两种常见的肠道炎性病变，克罗恩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肠
道炎症性疾病，在临床上又称为局限性回肠炎或者是肉芽肿性肠炎，和慢性非特异
性溃疡性结肠炎两者统称为炎症性肠病[1-2]。此病可能是多种致病因素综合所导致
的，与遗传因素、感染和机体免疫异常相关，分布世界各地，男女间得病率无显著
差别。肠结核是一种女性多于男性的，是由于结核杆菌侵犯肠道所引起的慢性特异
性感染[3]，该病主要是经口传染、血行播散和直接蔓延三种途径传播，当人体出现
免疫功能异常、肠道功能紊乱，引起局部抵抗力较弱时，结核杆菌数量又多，毒力
大，就造成了此病的发生。其好发于盲肠部位，是因为盲肠内容物停留时间长，且
有丰富的淋巴组织[4-5]。这两种疾病在近年来都有逐渐上升的趋势，且二者在临床上
的表现、影像学和病理检查中都极为相似，误诊率可高达65%。但是两种疾病的治
疗方式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出现误诊不仅会耽误治疗时间，错误的用药也会对患
者身体产生严重的伤害，造成不可逆的后果。本研究主要是探讨利用MSCT对两者
进行鉴别诊断，寻找两者有价值的影像鉴别诊断，减少误诊率，以期为临床诊断治
疗提供准确的影像学资料。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本院2015年7月至2019年6月收治的确诊为克罗恩病和肠结核
的患者一共82例，其中克罗恩病患者47例，男性患者24例，女性患者23例，年龄
15~60岁，平均年龄为(36.56±10.89)岁；肠结核患者35例，男性患者10例，女性
患者25例，年龄16~58岁，平均年龄为(31.78±11.65)岁。纳入标准：所有患者临
床资料都完整；所有患者均确诊为克罗恩病和肠结核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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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MSCT对克罗恩病、肠结核的鉴
别诊断价值。方法 收集本院2015年7月至2019年
6月收治的确诊为克罗恩病(n=47)和肠结核(n=35)
的患者，两组均采用MSCT进行检查，比较两组患
者疾病临床表现、MSCT影像学征象。结果 肠结核
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P<0.05)。肠结核病组出现腹
痛和肛周病史的情况明显低于克罗恩病(P<0.05)；
肠结核病组的PPD试验强阳性者(10例)、有肺结核
病(18例)者明显多于克罗恩病组(P<0.05)；克罗恩
的病变部位多见于回肠末端，肠结核主要发生在回
盲部；在MSCT表现中肠结核的肠壁不规则增厚26
例(74.28%)、肠腔同轴狭窄25例(71.42%)、肠系
膜血管扩张22例(62.85%)及肠周淋巴结增大18例
(51.42%)，明显多于克罗恩病(P<0.05)，且没有出
现肠腔不规则狭窄和脓肿或瘘道形成的现象；克罗
恩病在肠壁强化32例(68.08%)、肠腔不规则狭窄34
例(72.34%)、脓肿或瘘道形成有6例(12.76%)，明显
高于肠结核(P<0.05)。结论 MSCT可直观显示克罗恩
病、肠结核的不同影像学表现，根据影像学征象可
进行相关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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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对两组患者均采用MSCT进行检查。检查仪器为GE 
l ightspeed64排VCT。所有患者都采用仰卧位扫描，扫描参
数：管电压120kV，管电流180~200mA，扫描层厚及层距均为
5mm，旋转速度为0.6s/r，螺距为1.375。所有患者均先平扫，增
强使用高压注射器团注碘海醇[350mg(Ⅰ)/mL]100mL，经肘静
脉注射，注射速率为3.5mL/s，行三期动态增强扫描，动脉期
25~35s，静脉期65~75s，延时期5min。扫描完成后利用CT
后处理工作站，对患者轴位扫描图像进行冠状位、矢状位图像
重建。将图像数据传输到PACS系统，由经验丰富的主治以上
影像医师针对扫描图像进行阅片和分析诊断。
1.3 观察指标  根据临床资料对两组患者的疾病的临床表现进
行比较；分析克罗恩病和肠结核的MSCT表现。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均采用SPSS 18.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χ-±s)描述；计数资料通过率或构成比表
示，并采用χ

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克罗恩病和肠结核的临床表现比较  从临床资料来看，
两种患者年龄无明显差异(P>0.005)；在男女比例上，肠结核
病患者女性多于男性(P<0.05)。肠结核病组出现腹痛和肛周病
史的情况明显低于克罗恩病(P<0.05)，克罗恩病组还有少量的
便秘(3例)现象出现；肠结核病组的PPD试验强阳性者(10例)和
有肺结核病(18例)者明显多于克罗恩病组(P<0.05)，见表1。

3  讨   论
　　克罗恩病是贯穿了肠壁各层的增殖性病变，肠系膜和局部
淋巴结为其主要的侵犯部位[6]。临床表现与肠内病变的部位、
范围、程度、有无并发症及病程的长短有关。青少年时期起
病缓慢，病程时间较长，有活动期和缓解期之分，两个时期长
短不一，呈相互交替出现的趋势，在反复的发作中呈渐近性进    
展[7-8]。有些患者会有肛周病史或者关节疼痛等肠外表现，导
致肠结核出现主要由于人型结核杆菌和牛型结核杆菌所引起
的，其中90%以上是由人型结核杆菌引起的。肠结核患者在临
床上的主诉为腹痛，回盲部结核疼痛主要是在右下腹，小肠结
核在脐周围。如果是增生性肠结核可出现持续性疼痛，阵发性
加剧，肠鸣音活跃，在排气后可缓解等，类似于不完全性肠梗
的表现，患者常在进食后产生腹痛，在排泄后有所改善[9-11]。
　　从本研究中82例患者临床的一般资料比较来看，肠结核

表1  克罗恩病和肠结核的临床表现比较(例)
项目                    克罗恩病组 肠结核组              χ2                  P

腹痛                        46                         16         29.594             0.000

腹泻                        32                          8         16.424             0.000

便秘                        3                          0          2.319               0.128

腹胀                        18                          8          2.209               0.137

血便                        7                          6          0.076              0.783

盗汗                        6                          8          1.443              0.230

发热                        22                          9          3.796              0.051

PPD强阳性    0                         10          15.294            0.000

肛周病史                        20                         1          16.593            0.000

肺结核                        0                        18          30.970            0.000

2.2 对克罗恩病和肠结核的MSCT表现进行比较  克罗恩的
病变部位在结肠处是最多见的，克罗恩病的发病部位以回肠
末端及右半结肠多见，肠结核以回盲部多见。在MSCT表现
中肠结核的肠壁不规则增厚26例(74.28%)、肠腔同轴狭窄25
例(71.42%)、肠系膜血管扩张22例(62.85%)及肠周淋巴结
增大18例(51.42%)，明显多于克罗恩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没有出现肠腔不规则狭窄和脓肿或瘘道形成的现
象；克罗恩病在肠壁强化32例(68.08%)、肠腔不规则狭窄34
例(72.34%)、脓肿或瘘道形成有6例(12.76%)，明显高于肠结
核，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没有肠腔同轴狭窄的现象
出现，见表2。

表2 克罗恩病和肠结核的MSCT表现比较[n(%)]
MSCT表现                      克罗恩病(n=47)         肠结核(n=35)         χ2               P

肠壁不规则增厚        3(6.38)   26(74.28)           40.465        0.000

肠壁强化                            32(68.08)   19(54.28)           1.625          0.202

肠腔同轴狭窄        0(0.00)   25(71.42)           48.296        0.000

肠腔不规则狭窄        34(72.34)   0(0.00)            43.254        0.000

肠系膜血管扩张        2(4.25)   22(62.85)           33.278        0.000

肠周淋巴结增大        4(8.51)   18(51.42)           18.823        0.000

脓肿或瘘道形成        6(12.76)   0(0.00)             4.821          0.028

2.3 典型病例分析  MSCT图像可见：小肠造影横断位增强动
脉期，示肠壁节段性增厚，肠腔狭窄，增强呈三层改变(图
1)；小肠造影冠状位重建图，示肠系膜动脉末梢呈梳齿状改变
(图2)；重建MIP图，示肠系膜动脉末梢呈梳齿状改变(图3)；
小肠造影冠状位重建图，示肠壁节段性增厚(图4)。

图1～4 典型病例图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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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平均年龄为(36.56±10.89)岁，克罗恩病患者平均年龄为
(31.78±11.65)岁；在男女比例上，肠结核病患者女性多于男
性，克罗恩病患者男女比例无差异。从临床表现来看，会出现
结核中毒现象，并且会有肠外结核表现，在PPD试验中，35例
肠结核患者呈强性有18例，而在克罗恩病中不会出现。克罗
恩病患者多伴有肛周病史，在本研究47例克罗恩病患者中有
20例出现此现象，在活动期会出现发热、贫血、腹泻等非特
异性的全身症状。两组患者均会出现腹痛、腹泻、盗汗、发热
等现象，但在临床上腹泻、便血、肛周外疾病等这些症状常见
于克罗恩病，而肠结核中发热、盗汗更常见[12-13]。
　 　 从 本 研 究 在 两 种 疾 病 的 M S CT 表 现 比 较 中 可 以 看 出 ，
MSCT对于两者的鉴别很重要，能确定病灶的范围，对周边受
累的肠壁、肠系膜和肠道外的并发症也可以很好地显示[14]。
由于MSCT具有高分辨率的原因，能充分地将患者肠壁的增厚
改变情况表现出来，在进行增强扫描后可以看出小肠肠壁的分
部方式和增厚方式，肠腔狭窄一般呈不规则状出现，肠溃疡是
以纵形不规则状态出现[15]。通过MSCT扫描结果来看，两种疾
病在肠壁厚度和肠腔变化中有明显不同，肠结核的肠壁不规则
增厚(26例)明显高于克罗恩病(3例)；肠腔同轴狭窄现象出现于
肠结核一共25例(71.42%)，克罗恩病不出现此现象；肠腔不
规则狭窄出现在克罗恩病共34例(72.34%)，较少出现在结核
肠中在对其他改变的诊断中，肠结核不出现，而罗克恩病患者
出现6例(12.76%)，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
此可见在MSCT表现中，肠壁出现不规则狭窄现象和脓肿或瘘
道形成主要出现在克罗恩病中，肠腔同轴狭窄现象和肠壁不规
则增厚则在肠结核中出现较多。
　　综上所述， MSCT可直观显示克罗恩病、肠结核的不同影
像学表现，根据临床上患者资料、其它病理、结肠镜检查及影
像学征象，可对克罗恩病、肠结核进行有效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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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序(表号)、表题(表名)、表头(项目栏)、表身及表注等组成。
　　2.表格的内容简单，仅有少数几组统计数据，可用一两句话表达清楚的，应以简要文字叙述，不必使用表格。
　　3.表格要求结构完整、内容突出、对比鲜明、表达准确，能够作为一个完整整体，体现所表达的内容。
　　4.表格中数字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上、下个位数对齐。表内有效数字应保持一致。
　　5.表格内的单位由共用单位和特有单位组成，共用单位直接写在表题后并加圆括号，特有单位应写在相应栏目后并加圆括号。表内单位应与正文    
一致。
　　6.表格的位置应紧随“见表X”或“(表X)”文字的自然段落之下，即表随文走，先见文字后见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