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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胸部的各种影像学检查中，由于各种成像方法的引入和应用，图像质量的不断优化，不同程度提高
了胸部疾病的诊断水平，也拓宽了诊断和鉴别诊断的内涵，使放射科医师和有关的临床医师面临新的
挑战。
由于胸部各种疾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有很多相似之处，实验室检查也很少具有特异性，因而在临床上
就很难离开影像学检查了。
本书的编写正是适应这种新形势下的要求，介绍当今国内外在影像诊断中取得的最新成就，其特点是
概述各种影像学方法在胸部疾病中的应用，除传统的最基本的X线检查外，对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
的CT、MRI、DSA、超声、核医学等技术，根据情况作重点介绍，并将重点放在鉴别诊断上。
绝大多数胸部疾病的诊断都需经过一个鉴别诊断的过程，各种疾病的影像表现之间既有相同点又有不
同点，这是鉴别诊断的客观基础。
其基本的思维方法就是“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发现和认识影像之间的差别和各种检查方法的局
限性。
因此，在传授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同时，要强调分析中的思维方法和逻辑推理，强调比较影像学在鉴别
诊断中的作用。
虽然在编写此书时指导思想十分明确，也在编写计划中落实到每位编者中，但在成书之后仍深感不足
。
可能是国内以往影像专业之间分工过细，形成分隔，还需要今后一段时间沟通的过程，同时大多数作
者习惯于写专著的格式，一时难以突破原有的框框。
但影像学方法的综合应用已是大势所趋，鉴别诊断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本书的编写是向此方向的一
次探索，还要在今后继续努力。
也恳切的希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对缺点错误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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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当今国内外在影像诊断中取得的最新成就，其特点是概述各种影像学方法在胸部疾病中的
应用，除传统的最基本的X线检查外，对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的CT、MRI、DSA、超声、核医学等技
术，根据情况作重点介绍，并将重点放在鉴别诊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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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平扫平扫即不使用造影剂的常规CT扫描。
在胸部CT检查中，部分患者不注射造影剂就能满足临床诊断要求，如肺部感染、肺气肿、支气管扩张
、两肺血行转移等。
这种扫描方法即平扫。
胸部扫描取仰卧位，双手放置头上，减少肩及双臂造成的伪影。
以胸骨柄切迹为定位点，先摄取胸部定位片，在定位片上选取所需要的扫描范围，通常从肺尖扫至肺
底。
在CT扫描过程中观察及摄片需有两套窗宽窗位，即肺窗和纵隔窗，肺窗观察肺，纵隔窗则观察纵隔。
胸部平扫对纵隔的观察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对淋巴结的检出。
由于不使用造影剂，故无法判别肺内病灶的血供特性，给病灶的定性和鉴别诊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高分辨率扫描高分辨率CT（HRCT），即薄层扫描（1-2mm）加骨算法重建的一种具有很高空间
分辨率的CT扫描方法。
常规CT扫描层厚一般为10mm，对小于10ram的病灶或病灶的边缘，所得出的CT值是病灶和所重叠的
肺组织的平均值，这种容积效应大大减低了显示微细结构的能力，HRCI’的薄层扫描很大程度上减
少了容积效应，从而增加了空间分辨率。
常规CT扫描多采用软组织重建法、肺重建法，其特点是阴影边缘圆滑、对比好、噪声小，但空间分辨
率相对低，HRCT通过骨重建法，极大地提高了影像的空间分辨率，它的特点是减少影像边缘的光滑
度，所显示的组织结构及病灶边缘锐利，增加了空间分辨率，但相应噪声较常规CT明显。
HRCT除了能够显示正常的肺小叶间隔、小叶支气管、小叶动脉、胸膜下间质等微细结构外，在对肺
部弥漫性病变（网状病变、毛玻璃状病变、蜂窝状病变、肺纤维化、肺气肿等）、支气管扩张、肺内
结节性病灶等的检出及鉴别诊断中有很大的优势。
HRCT分辨肺的微细结构、微小病变的能力明显优于胸片及常规CT，它在肺部影像诊断中的重要作用
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HRCT扫描一般在常规CT扫描基础上选择数个可疑病变的层面进行扫描，因为全肺薄层扫描不仅扫描
层数多，而且患者所吸收的X线量大。
HRCT观察及摄片多采用肺窗。
三、增强扫描CT增强扫描通常是在平扫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上肢的静脉内团注造影剂后扫描，通常胸
部扫描取动脉期，造影剂为碘剂，而非离子型造影剂更安全，如碘帕醇（碘必乐）、碘普胺（优维显
）、三碘三酰胺六醇苯（欧乃派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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