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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high-resolution Ct features of patients with pneumoconiosis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their value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70 patients with pneumoconiosis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September 
2019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ll patients underwent high-resolution Ct examination. the 
value of high-resolution Ct in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atients with pneumoconiosis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staging was evaluated. Result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high-resolution Ct for diagnosis of pneumoconiosi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were 91.18%, 
87.25% and 88.82%,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coincidence rate of clinical stage of pneumoconiosi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diagnosed by high-resolution Ct and pathological results was 94.12% 
(64/68). High-resolution Ct features of pneumoconiosi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ncluded varied 
shapes most of which were nodular, mass and hollow and pleurisy. Conclusion the high-resolution 
Ct signs of patients with pneumoconiosis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re typical. the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of high-resolution Ct are high in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pneumoconiosi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the coincidence rate in clinical staging of pneumoconiosi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is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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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尘肺指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而引发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为主的
全身性疾病，据统计我国尘肺发病率约占职业病患者总人数的66.67%[1]，本病病情
较隐匿，短者几年、长者>20年，即便脱离粉尘工作，迟发性尘肺也不少见，其发
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严重损害患者生命健康[2]。肺结核属于尘肺患者最为常见的
并发症之一，是导致尘肺患者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之一[3]，相关研究证实尘肺与肺
结核两者相互影响，尘肺会促进肺结核的病情进展，而肺结核病灶则会加快肺纤维化
的进程，同时可促进尘肺结节扩大融合，一旦尘肺结节病灶面积增大易出现空洞[4]，
此时对尘肺结节空洞与肺结核病灶空洞的鉴别诊断的难度将增大，目前临床对尘肺
合并肺结核的诊断存在一定困难。随着影像学技术不断发展，有研究发现高分辨率
CT在肺病鉴别诊断中有一定价值[5]，但关于尘肺合并肺结核患者高分辨率CT特征及
其鉴别诊断价值尚缺乏统一定论，为此本文展开临床回顾性分析，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本院收治的170例尘肺患者的临
床资料。纳入标准：临床资料完整；都有矿山开采以及隧道筑路等工作史。排除标
准：合并有恶性肿瘤；无CT检查禁忌证；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存在严重心、肝、
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170例尘肺患者，男性89例，女性81例，年龄39~71岁，
平均年龄(56.09±3.09)岁，临床症状：胸闷62例、咳嗽71例、胸痛39例、气促67
例、盗汗29例、低热35例，痰结核菌培养及结核菌素(pure protein deriv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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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影像科尘肺合并肺结核患者高
分辨率CT特征及其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
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月本院收治的170例尘肺
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行高分辨率CT检查，评
估高分辨率CT在尘肺合并肺结核患者中的鉴别诊
断及其分期诊断中的价值。结果 高分辨率CT诊断
尘肺合并肺结核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1.18%、87.25%、88.82%，高分辨率CT诊断尘肺
合并肺结核的临床分期与病理结果的总体符合率为
94.12%(64/68)，高分辨率CT诊断尘肺合并肺结核
的特征形态多样，多呈结节状、“团块”状、“空
洞”状以及胸膜炎等。结论 影像科尘肺合并肺结核
患者高分辨率CT征象有典型特征，高分辨率CT在尘
肺合并肺结核患者鉴别诊断中有较高的灵敏度、准
确度，且对尘肺合并肺结核患者临床分期的诊断符
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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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D)试验提示尘肺合并肺结核者68例(病理结果提示临床分
期：Ⅰ期16例、Ⅱ期39例、Ⅲ期13例)。入组患者均接受高分
辨率CT检查。
1.2 研究方法  高分辨率CT检查：采用飞利浦Brilliance 64排
128层高分辨率CT，参数：管电流、管电压分别为200mA、
1 3 0 k V ， 层 距 、 层 厚 、 螺 距 、 矩 阵 各 为 5 m m 、 5 m m 、
1.5mm、512×512，扫描范围沿肺尖扫描至肺低，对感兴
趣区域实施1.5mm薄层重建扫描，对于可疑病灶则开展高分
辨率CT扫描，参数：层厚为2mm，窗位为-450~700，窗宽
750HU~1200HU，将扫描所得数据传输至对应的工作站，由
两名经验丰富呼吸科医师以及两名资深放射科医师行阅片分
析，并对结果进行诊断。
1.3 分析指标  (1)高分辨率CT对尘肺合并肺结核的诊断效能分
析；(2)高分辨率CT对尘肺合并肺结核的临床分期的诊断效能
分析；(3)尘肺合并肺结核患者的高分辨率CT特征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软件分析处理研究数据，
计 数 资 料 以 率 ( % ) 表 示 ， 一 致 性 分 析 采 用 K a p p a 检 验 ，
0.75<Kappa≤1为诊断一致性极好，0.40<Kappa≤0.75为诊
断一致性好，0≤Kappa≤0.40为一致性差。

2  结   果
2.1 高分辨率CT对尘肺合并肺结核的诊断效能分析  高分辨
率CT诊断尘肺合并肺结核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91.18%、87.25%、88.82%，见表1。

中肺野，部分尘肺病灶能够对肺结核病灶进行遮盖)、空洞型
(单纯尘肺呈厚壁空洞，边界模糊不清，而合并肺结核的病灶
易液化，表面凹凸不平并且形态不规整)、尘肺肺结核胸膜炎
(早期以胸腔积液为主，后期以双侧胸膜局限性增厚，胸膜斑
块或条状钙化等)。

3  讨   论
　　肺结核是国内常见多发病，在尘肺患者中肺结核是最为常
见的合并症之一，早在19世纪就有学者提出尘肺易合并肺结
核，上个世纪70年代国内各地报告尘肺合并肺结核的发生率
约为20.0%[6]，文献报道尘肺合并肺结核患病率约为19.09%，
较普通人群肺结核患病率0.26%明显高，提示尘肺患者并发肺
结核的风险较高[7]。现代医学发现，尘肺合并肺结核后会促进
尘肺结节融合以及肺纤维化，在加快尘肺疾病进展的同时导
致患者肺功能显著下降，而尘肺又可加重肺结核，两者相互促
进形成恶性循环，在加重病情进展的同时影响患者预后，合
并肺结核已然成为危害尘肺患者生命安全的影响因素，临床上
尽早对尘肺合并肺结核患者进行鉴别诊断有重要的临床指导意     
义[8]。现阶段对尘肺合并肺结核鉴别诊断主要依赖于实验室常
规检查、痰菌、免疫学以及影像学检查等，其中痰菌阳性是明
确诊断尘肺是否合并肺结核的可靠依据，但尘肺合并肺结核痰
菌不全是阳性(约只有21.04%是排菌的)，而实验室常规检查
对尘肺合并肺结核的准确诊断率并不高，影像学检查在尘肺合
并肺结核鉴别诊断以及动态观察中能够提供有用参考信息。
　　近些年来高分辨率CT逐渐应用于疾病鉴别诊断中，例如
丁贺宇等[9]的研究发现，高分辨CT能够清晰地显示面神经管迷
路段以及耳蜗的解剖结构，利于两者关系的明确，利于疾病的
早期鉴别诊断；袁焕初等[10]的研究表明高分辨率CT在肺磨玻
璃样病变扫描检查中，利于早期肺癌CT征象的认识，能够明
显提高肺部磨玻璃样病变定性诊断的能力；国外学者的研究
也证实高分辨率CT在疾病诊断中有明确的优势[11]。而本研究
结果显示，高分辨率CT诊断尘肺合并肺结核的灵敏度、特异
度、准确度各为91.18%、87.25%、88.82%，并且高分辨率
CT诊断尘肺合并肺结核的临床分期与病理结果的总体符合率
高达94.12%，表明高分辨CT在尘肺合并肺结核的鉴别诊断及
其临床分期诊断中有较高的价值，提示高分辨率CT或可作为
尘肺患者病情评估和预后判断的有效手段。高分辨率CT在尘
肺疾病患者检查中，几乎不受肺组织重叠结构的影响，并且检
查期间可借助多排探测器阵列，能够多方位、多角度对多个层
面数据进行采集，有效缩短容积扫描时间，成像分辨率以及清
晰度较高[12-13]，此外后期可对肺部任一平面行图像重建，在细
小的尘肺和结核结节诊断中有较好的敏感性，因此高分辨率CT
在尘肺合并肺结核鉴别诊断及其分期诊断中有明确价值[14-15]。
本研究同时发现尘肺合并肺结核患者存在典型的高分辨率CT
征象，对疾病鉴别诊断和预后评估有利。
　　基于以上分析，高分辨率CT征象在尘肺合并肺结核鉴别
诊断及其分期诊断中有较高价值，或可作为尘肺患者病情和预
后评估的有效手段。

表1 高分辨率CT对尘肺合并肺结核的诊断效能分析(n)

高分辨率CT诊断
               痰结核菌培养及PPD试验诊断            

合计
                  尘肺合并肺结核(n=68)       尘肺无肺结核(n=102) 

尘肺合并肺结核              62                                         13             75

尘肺无肺结核              6                                         89             95

合计                                  68                                         102             170

表2 高分辨率CT对尘肺合并肺结核的临床分期的诊断效能分析(n)

高分辨率CT
                             病理结果                                               

合计
          Ⅰ期(n=16)       Ⅱ期(n=39) Ⅲ期(n=13) 

Ⅰ期                     5               10                              3               18

Ⅱ期                     8               20                              7               35

Ⅲ期                     3                9                              3               15

合计                    16               39                             13               68

2.2 高分辨率CT对尘肺合并肺结核的临床分期的诊断效能
分析  高分辨率CT诊断尘肺合并肺结核的临床分期与病理结果
的总体符合率为94.12%(64/68)，见表2。

2.3 尘肺合并肺结核患者的高分辨率CT特征分析  (1)高分辨
率CT诊断尘肺合并肺结核包含片状浸润型(双侧肺上叶存在斑
点或斑片状高密度模糊影)、结节型(尘肺结节影周边光滑，而
内部密度较为均匀，存在纤维化，大、小结节影分别位于上中
肺野、中下肺野，尘肺结节密度高于结核结节密度)、团块型
(尘肺阴影呈团状，病变范围较大但密度不均匀，多出现在上 （参考文献下转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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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发达地区可使用两者联合诊断，且在冠心病早期筛查以及
辅助检查中应用价值高，对冠心病诊断及防治中有重要作用[15]。
　　综上所述，CACS、DCG联合检查可提高对冠心病的诊断
效能，降低漏诊率可作为冠心病早期筛查诊断，具有较高的临
床使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黎洁雯,龙洁旎,李明星,等.脂蛋白(a)水平对冠心病患者药物洗

脱支架植入术后支架内再狭窄及非靶病变的影响[J].解放军医

学杂志,2019,44(10):851-856.

[2]周静,范利斌,孟浩,等.Kounis综合征二例误诊临床分析[J].临

床误诊误治,2019,32(9):1-4.

[3]张艳,杨波,张炳山,等.DKK3基因在心力衰竭家兔心脏中的表达

改变研究[J].医学分子生物学杂志,2016,13(5):254-257.

[4]张红艳,汪静,唐玉立,等.冠状动脉支架术治疗48例冠心病临床

疗效分析[J].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2015,12(1):46-47.

[5]胡大一.冠心病诊断与治疗研究进展[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2003,31(11):806-811.

[6]Agatston A S,Janowitz W R,Hildner F J,et al. 

Quantification ofcoronary artery calcium using 

ultrafast computed tomography[J].J Am Coll Cardiol, 

1990,15(4):827-832.

[7]楚坤义,张辉,郑园园,等.CT冠状动脉钙化年龄差异的回顾性分

析[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5,13(11):1306-1307.

[8]康慧,张中伟,蒲护琼,等.快速拔管超声评分与心脏术后患者多

器官信息临床指标的相关性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

2019,25(6):808-814.

[9]李建宜,许琰,王俊鹏,等.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在冠心病患者斑

块定量评估及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J].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2019,27(19):66-68.

[10]帅桃,游永春,李万江,等.宽体探测器CT冠脉联合头颈部及主动

脉CT血管成像“一站式”扫描的应用价值[J].重庆医科大学学

报,2019,44(10):34-47.

[11]李建华,王璟,王磊,等.双源CT冠状动脉成像结合胸痛表现在冠

心病诊断中的应用[J].安徽医药,2019,23(4):651-653.

[12]窦冠华,杨俊杰,单冬凯,等.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定量分析在

诊断冠状动脉血流动力学异常中的价值[J].中华放射学杂志,

2018,52(9):660-667.

[13]徐健,何小龙,方焕新,等.CT冠状动脉成像体型特异性剂量估算

值的对比研究[J].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2019,39(7):523-

528.

[14]郭欣,李树斌,张旭霞,等.基于冠状动脉CT的血流储备分数诊断

冠心病的价值和临床研究进展[J].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

2019,41(9):11-12.

[15]李建华,王璟,王磊,等.双源CT冠状动脉成像结合胸痛表现在冠

心病诊断中的应用[J].安徽医药,2019,23(4):651-653.

(收稿日期：2020-05-08)

（收稿日期：2020-04-25）

参考文献
[1]毛翎,彭莉君,王焕强,等.尘肺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8年版)

[J].环境与职业医学,2018,35(8):7-19.

[2]Blackley D J,Halldin C N,Laney A S.Continued increase

in prevalence of coal workers' pneumoconiosis in the

united states,1970-2017[J].Am J Public Health,2018,108

(9):1220-1222.

[3]李忠学,李小萍,黎乾昌,等.锡冶炼工尘肺病患者胸部影像学改

变动态观察[J].中国职业医学,2017,44(5):576-579.

[4]刘建坤,王洪武,陈刚,等.基因芯片技术在煤工尘肺合并肺结核

中的应用价值[J].临床肺科杂志,2017,22(1):29-31.

[5]张金英,戚元刚,黄勇.肺部纯磨玻璃密度结节高分辨率CT征象与

病理组织学的关系[J].山东医药,2018,58(1):89-91.

[6]Franzblau A,Tewaternaude J,Sen A,et al.Comparison of

digital and film chest radiography for detection and

medical surveillance of silicosis in a setting with a

high burden of tuberculosis[J].Am J Ind Med,2017,61(3):

229-238.

[7]Anan K,Kawamura K,Mitsui N,et al.Multinodular lung

infiltrate in a patient with lymphoma: Metastasis,

tuberculosis or other[J]?Oxf Med Case Reports,2017,

2017(3):omx006.

[8]Rosenberg T,Lattimer R,Montgomery P,et al.The 

relationship of SSRI and SNRI usage with interstitial 

（上接第 10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