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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value of CT and MRCP in the diagnosis of extrahepatic 

cholangiolithiasis. Methods  A total of 98 cases of patients who suspected of extrahepatic 

cholangiolithiasi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6 to January 2018 were selected, 

and all of them were given abdominal CT and MRCP before operation, and the operative 

results were taken as criteria to compar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CT and MRCP in the 

diagnosis of extrahepatic cholangiolithiasis. Results  Among the 98 cases of patients, there 

were 60 cases of Choledocholithiasis, 7 cases of in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and 31 cases 

without stones.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in the diagnosis of ex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were 78.33%, 71.05% and 75.51% respectively by CT, and were 91.67%, 

81.58% and 87.76% respectively by MRCP.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of CT 

for extrahepatic bile duct ston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MRCP (P<0.05).   

Conclusion  Both of CT and MRCP have high value in the diagnosis of extrahepatic 

cholangiolithiasis. And MRCP has higher sensitivity and accuracy than CT.

[Key words]  Computed Tomography; Magnet ic Resonance;  Extrahepat ic 

Cholangiolithiasis; Diagnosis 

  

　　肝外胆管结石是胆管系统产生或胆囊排出至胆管的结石，多数患

者进食油脂食物或改变体位后会发生胆绞痛，疼痛剧烈，具有放射

性，同时伴有消化道症状
[1-2]

。若结石无法顺利排出，则易引发胆管内

部感染，若致病菌逆行至肝静脉或胆道完全阻塞，还会引起全身感染

中毒症状和急性化脓性胆管炎，对患者生命安全威胁极大
[3-4]

。因此，

临床需及时诊断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治疗，以保证患者生命安全。目

前临床诊断肝外胆管结石常用方法包括CT、MRCP等，国内外均有相关

报道，但关于两种检查方法对肝外胆管结石诊断价值比较还未见具体

分析，为评估其诊断价值，以向临床检查提供有效参考方案，本研究

对我院98例疑似肝外胆管结石患者进行术前腹部CT和MRCP检查。具体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6年7月至2018年1月我院收治的98例疑似

肝外胆管结石患者为研究对象，术前均进行腹部CT和MRCP检查，纳入

标准：(1)患者存在不同程度上腹部疼痛；(2)皮肤巩膜呈黄染；(3)实

验室检查显示肝功能异常；(4)具有胆管炎或胆源性胰腺炎史；(5)患

者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发生急性感染；(2)肝功能不全；(3)两

次检查间隔时间内进行过外科干预；(4)不愿参与此研究。98例患者中

男47例，女51例，年龄35～76岁，平均年龄(56.47±9.18)岁。

　　1.2 方法  CT扫描：患者检查前禁食8h，采用GE-64排螺旋CT机

进行平扫和增强扫描，扫描参数：电压120kV，电流100～120mA，螺

距0.625mm，重建层厚0.625mm。CT扫描前30min，患者口服白开水

600mL，嘱其放松，取仰卧位，进行平扫。双筒高压注射器注射非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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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剂碘海醇，速率为3mL/s，注

射剂量为80mL，在25s、55s和90s

时分别进行动脉期、门静脉期和

延迟期扫描。

　 　 M R C P 检 查 ： 采 用

Philipsachieva1.5T超导型磁共

振扫描成像仪，腹部8道线圈，

检查前8h禁食，T1WI、T2WI、3D 

MRCP和2D MRCP扫描序列依次为双

回波GR序列、SE序列、SE序列、

SE序列，扫描参数见表1。

　　1.3 图像处理  将CT扫描图

像数据传至GE ADW4.4工作站，CT

及MRI影像学图像分别由两位高年

资、具有丰富专业腹部检查经验

的放射科医师独立阅片，若结果

存在分歧则进行讨论，以得出统

一意见为准。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

以SPSS 19.0软件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n(%)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χ
-
±s)表

示，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手术结果  98例患者中

有60例为肝外胆管结石，7例为肝

内胆管结石，31例未见结石。结

石最大直径：≤0.5cm者23例，＞

0.5cm者37例，平均(0.61±0.19)

cm。肝外胆管结石部位：胆囊管

汇合部以上6例，胆总管中下段32

例，胆管末端19例，多发病变累

及胆管多个部位3例。

　　2.2 CT结果  98例患者中有

58例为肝外胆管结石，与手术结

果相符者47例，11例误诊病例中

有2例病理证实为肝内胆管结石，

9例实际无结石；13例漏诊病例中

结石泥沙样7例，结石最大直径

≤0.5cm者4例，结石最大直径＞

0.5cm者2例，其在漏诊病例中所

占比例分别为53.85%、30.77%、

15.38%。CT图像表现：胆总管内

呈高密度影，增厚环形强化28

例，轻度或无明显强化19例。

　　2.3 MRCP结果  98例患者中

有62例为肝外胆管结石，与手术

结果相符者55例，7例误诊病例

中有1例实际为肝内胆管结石，6

例实际无结石；5例漏诊病例中

结石泥沙样3例，结石最大直径

≤0.5cm1例，结石最大直径＞

0.5cm1例，其在漏诊病例中所占

比例分别为60.00%、20.00%、

20.00%。MRCP图像表现：胆管内

可见充盈缺损，远端扩张呈“杯

口征”，周围胆汁高信号环绕，

部分结石较大者胆管呈“截断

型”，结石较小者为点状或条

状，呈“轨道征”。

　　2.4 CT、MRCP对肝外胆管

结石诊断信效度比较  CT对肝

外胆管结石诊断灵敏度、特异

度、准确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

预测值依次为78.33%(47/60)、

7 1 . 0 5 % ( 2 7 / 3 8 ) 、

75.51%(74/98)、81.03%(47/58)

和67.50%(27/40)；MRCP对肝外

胆管结石诊断灵敏度、特异度、

准确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

测值依次为91.67%(55/60)、

8 1 . 5 8 % ( 3 1 / 3 8 ) 、

87.76%(86/98)、88.71%(55/62)

和86.11%(31/36)；CT对肝外胆管

结石诊断灵敏度和准确度均显著

低于MRCP(P＜0.05)。

　　3  讨   论

　　肝外胆管结石在肝胆外科中

较为常见，发生率高且病情发展

迅速，危害患者生命健康。进行

有效术前检查，对选择手术方案

和评估预后具有重要作用。腹部

超声是检查肝胆疾病的首选影像

学方法，但其对肝外胆管结石诊

断效能较低，容易受操作者经验

和患者肠气影响
[5-6]

。CT是通过人

体不同组织对X线的吸收与透过率

不同而进行成像，其操作简便，

时间短，且密度分辨率高，是胆

道结石初筛的重要检查方法。本

次CT检查结果中，肝外胆管结石

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

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

为78.33%、71.05%、75.51%、

81.03%和67.50%，有13例漏诊，

分析CT检查漏诊原因，发现漏诊

病例结石泥沙样和结石最大直径

≤0.5cm者11例，在漏诊中所占

比例为84.62%，即结石最大直径

均较小，而这类结石多位于胆总

管胰腺段或十二指肠壁内段，其

CT密度与周围软组织相近，故而

容易混淆，尤其在无胆总管扩张

时更难发现，因为CT图像较难辨

表1 双回波GR序列、SE序列、SE序列、SE序列扫描参数

序列           TR(ms)  TE(ms)  矩阵    视野(mm×mm) 层距(mm) 层厚(mm)

横轴位T1WI     224    2.5  288×160   380×380     1.0      7.0

横轴位、冠状面T2WI  6667   107   288×224   380×380     1.0      7.0

冠状面3D MRCP     5455   538   320×256   350×350      0       3.0

冠状面2D MRCP     10000  799  352×320   350×350     1.5      50

表2 CT、MRCP对肝外胆管结石诊断结果

检查方法               手术

                 +              -

CT         +        47       11

         -        13       27

MRCP         +        55       7

         -        5       31



46·

中国CT和MRI杂志　2019年2月 第17卷 第2期 总第112期

认无扩张胆总管，且加之胆汁水

样密度影响，检出效果往往不理  

想
[7]
。

　　MRCP是通过胆管内水分分布

不同而进行成像，液体快速流动

于影像上表现为信号缺失，而静

止或相对静止液体表现为高信

号，胆汁为相对静止液体，故而

在进行肝胆MRCP检查时，能清晰

显示胆管系统形态结构，可通过

对胆汁充盈情况进行观察来确定

胆道结石分布情况
[8-9]

。本次MRCP

检查对肝外胆管结石诊断灵敏

度、特异度、准确度、阳性预测

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1.67%、

81.58%、87.76%、88.71%和

86.11%，周蓉等
[10]

研究结果显

示MRCP对肝外胆管结石检出率为

86.4%，与本结果相近。本次漏

诊病例中泥沙样和结石最大直径

≤0.5cm者4例，在漏诊中所占比

例为80.00%，显示结石较小，分

析MRCP漏诊原因，可能是T2加权

中胆汁信号高，覆盖了小结石信

号，并且部分紧贴胆总管前后壁

的小结石或薄片状结石容易误判

为部分容积效应，使得检出结果

受影响
[11]

。因此在临床中应重点

注意此类肝外胆管结石疑似者，

可通过使用肝细胞特异型对比剂

获得胆道系统功能信息和延时期

强化MRCP图像，以提高该类结石

检出率。

　　对比分析腹部CT和MRCP对肝

外胆管结石检查信效度，结果显

示MRCP诊断灵敏度和准确度均明

显高于CT(P＜0.05)，分析原因，

可能是CT检查肝外胆管结石以结

石密度判定为主，结石成分不

同，CT影像表现也不同，如色素

类结石在CT影像中为高密度影，

而胆固醇结石在CT影像中为低密

度影，即患者CT可出现钙化、高

密度及低密度征象，而低密度结

石密度和胆汁及周围软组织密度

相近，漏诊率较高
[12]

。MRCP检查

不需要使用造影剂，对患者不会

造成辐射损害，安全性高，且不

会受到结石成分影响，可对全部

结石表现出相对胆汁的低信号充

盈缺损
[13]

，故而对肝外胆管结

石诊断灵敏度和准确度更高。此

外，MRCP还能够清晰显示胰胆管

系统整体结构，有利于医师观察

胆总管及胰管走行形态。

　　综上所述，MRCP对肝外胆管

结石诊断灵敏度和准确度均高于

CT，但两者对泥沙样结石和小结

石检查漏诊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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