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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 X 线平片上各解剖结构

相对遮盖面积测定的研究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研究所 (1。。。5。 ) 孙承业 丁 茂柏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 装进京

提 要 在胸部 X 线平片上肋骨
、

心影
、

锁骨等和肺组织重叠
,

严重的影响了肺部疾病的诊断
,

本研究使用电子计算机通过对各遮盖面积的精确测定
,

得出肺野有 62 % 被肋骨遮盖
;
心影和肺重叠区

占肺野面积的 17
.

1%
。

肺野共有
一,

7 9
.

1% 的面积被各种结构遮盖
。

所以
,

适度地降低肋骨的遮盖是提高

胸片信息量的重要途径
。

关工词 胸部 X 线平片 质量保证 肺野遮盖面积测定

胸部 X线摄影是临床放射诊断 中最常用的

检查方法
,

可占临床放射检查的 50 %
。

富含气体

的肺组织使肺组织各部分之间及纵隔和周围组

织对 X线的吸收有较大差别
,

在X 线胶片上能

产生对比 良好的影像
,

为呼吸系统疾病的 X 线

诊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

但因周围组织及

纵隔等和肺组织重叠
,

使位于这些部位的病变

显示差
,

有时形成病变显示的
“

言区
” “ ’ 。

本研究

通过对胸片上各遮盖结构面积的精确测量
,

为

进一步评价胸片及改进胸片质量打下了基础
。

材料和方法

1
.

胸片来源
:

( 1 ) 选自浙江省平阳矾

矿国产机摄片试验
` , ’

所得的 27 1 张后前位胸片

中的 与 3 张
,

余 1 8张 因查体
、

转诊等原因留矿

11 张
,

有 7 位患者 因非技术原 因摄片两张
,

只

能算一份
。

( 2 ) 本所 高
、

低电压胸部摄影所

得具有可 比性的 8 6份胸片
。

摄片均用 1 8Oc m 的

焦一片距
。

2
.

设备
:

A S M 68 K 电子计算机 图像分

析系统 ( E R N S T
一
L E I T Z

一

W E T Z L A R 程序 )
。

3
.

将所摄胸片置于读片灯箱上
,

在绘图

纸上描出以下 6 个部分轮廓的外缘线
,

备测
。

肺和心影重叠部的部分界线不易识别
,

在描记

时设定右侧肺以胸椎右沿为界
,

左侧吸
`

以降主

动脉左外沿为界
。

( 1 ) 两侧肺 ( )L
; ( 忍 )

两侧锁骨 ( C ) ;
( 3 ) 心影重叠飞勺肺 (H ) ;

( 4 ) 后肋重叠的肺 ( P )
; ( 5 ) 前肋重朴的

肺 ( A ) ; ( 6 ) 前后肋重叠的肺 ( D )
。

4
.

将描出的轮廓图置于电子计算机图像

处理仪下
,

测出以上六个部位的面积
。

下图为

G B 标准片 O
+

的各部位测定示意图
。

5
.

对少数 ( 5 张 ) 胸 片上缺肋隔角的
,

可沿侧胸壁及隔肌的走形补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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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表 1 示浙江平阳矾矿国产机摄片 试 验 的

2 53 张胸片和北京地区8 6张胸片各部位面积测

定结果
。

从结果可以看出
,

除两侧肺面积绝对

值外
,

各遮盖结构的面积两组间无显著差异 ( P

值均大于0
.

0 5)
。

将两组脚片面积测定结果合并 (结果见表

2 ) 可以看出以后肋对肺野的遮盖面积最大
,

占肺野面积的近一半
,

其次依次为前肋
、

心影

和锁骨
。

前后肋交叉遮盖肺野面积也较大
,

占

1 4
.

9纬 ; 肺野面积被肋骨遮盖 (前肋面积 十 后

肋面积 一 双肋重叠面积 ) 62 %
。

锁骨遮盖肺野

面积的 4
.

4%
;
肋骨

、

心影共遮盖 肺 面 积 的

79
.

1% (肋骨遮盖面积 十 心影遮盖面积 )
。

衰 11 平阳矾矿 253 张胸片 ( I )
、

北京地区 86 张胸片 ( l )上各结构对肺野遮盖面积 (CI’n ,)

两 侧 肺 两侧镇骨 心 影 后 肋 前 肋 双 肋 , 盛

1 1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 ~ , . 月如

一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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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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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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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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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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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3

4 37 9

8 6 2 5 3

4 7 3
。
4 1匀

8 6

2 0

百分比

标准差

4
.

5

6 1
.

6 7 0
.

0 7
.

8

t 4
.

4 8

P ( 0
。
00 1

1
.

19 6

0
。

2 0 < P < 0
。

30

2 5 3 8 6

7 3
.

8 6 9
.

3

1 6
.

9 1 4
.

8

12
.

5 1 2
.

5

0
.

32 4

0
。

7 0 < P < O
。

8 0

2 5 3 8 6

2 0 4
.

3 2 1C
.

3

46
.

7 4 4
.

5

6 8
.

5 3 0
.

6

0
.

7 8 5

0
。

40 < P < 0
.

50

扭6

1 4 1 2

;;

2 7

右6
.

6

1 5
.

2

2 8
.

5

数值例均

]
.

70 1

0
.

C S < P < 0
.

l e

裹 2 两组合并后各结构对肺野遮盖面积 ( C r n Z )

例数 均值 占肺野 面积百分比

两 侧 肺 3 39

两侧锁骨 3 3 9

心 影 3 39

后 肋 3 39

前 肋 3 3 9

双肋重亚 2 7

4 46
.

7

1 9
_

5 4
.

4

1 7
.

1

4 6 1

3 0
.

8

1 4 9

在胸部后前位片上
,

除前后肋骨有较大面

积的重叠外
,

锁骨和肋骨
、

肋骨和心影也有重

叠
,

后二者重叠面积较小
,

个体差异较大
,

测

定计算较困难
。

为求简便
,

本文用心影和肋骨

遮盖面积之和作为肺被遮盖面积的近似值
。

讨 论

胸部 X 线平片上影像显示的是多层次解剖

结构重叠投影的二维图形
,

故显示的各解剖结

构交叉
、

重叠
,

使得 ( l ) 纵隔
、

心影部的影

像密度值多在 X线胶片特性曲线的
“

趾部
” ,

与之相重叠的肺组织失去对比
,

影 像 显 示 很

差 , ( 2 ) 在骨质吸收 X 线较多
,

影像密度

较低的条件下与肋骨重叠的肺结构影像难以显

示 ; ( 3 ) 各结构的交叉
、

重叠还破坏了影像

的连贯性和轮廓延续
,

减低 了人对影像的视觉

分辨能力
L

翔
。

在临床上大量的假 阴 性
、

假 阳

性诊断主要是由于各结构重叠
、

交叉所造成
。

各家对各结构遮盖量进行 了估价
,

但 因缺乏实

用
、

准确的测量方法
,

估算结果差别很大
。

如

肋骨对肺的遮盖面积测估 的 变 化 从 25 % 到

7 0%
〔 , , 。

肋骨是遮盖肺野最主要的结构
,

本文测定

结果和国内放射技术专家估计的占肺 野 面 积

60 %相近
〔 .1 。

但后肋遮盖肺野面积 4 6
.

1%的结

果要比以前人们估计的高
,

且后肋在低电压胸

片上影像密度较低
,

重叠下的肺部影像显示很

差
,

所以在低 电压胸片上后肋严重影响肺部影

像显示
。

锁骨
、

心影对肺野的遮盖面积相对较

小 (分别占肺野面积的4
.

4% 和 17
.

1% )
,

但

这些部位是一些肺部疾病的好发 区
,

对疾病诊

断的影响也较大
。

以上各结构共遮盖肺野面积的 79
.

1%
,

其

中遮盖较重的后肋
、

锁骨
、

心影也 占肺面积的

6 0%以上
。

读低电压胸片犹如在肋骨的缝隙 中

来观察肺部结构的改变
,

必然影响肺部结构的

显示
。

在尘肺诊断中应用低电压胸片也必然影

响尘肺细微结构改变的观察
。

可见 适 度 降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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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度
,

减轻重叠组织阴影的遮盖程度是提高

胸片信息显示量的重要途径
` , ’ 。

本研究共测胸片 33 9 张
,

地处中国南北两

地的两个样本所得结果相近
,
说明结果能较好

的代表中国人胸片上肺被遮盖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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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肺小阴影钙化两例报告
几湖南怀化地区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 (4 18 00 0) 杨 圣文

尘肺改变的X线影像
,

可概括地分为类圆形小阴

影和不规则形小阴影
。

类圆形小阴影的影像 密 度 中

等
,

均匀
,

边缘锐利
,

钙化非常少见
,

现将我们遇到

的两例报告如下
。

【例 1 】男
,

52 岁
,

接尘工龄七年零五个月
。

体

检
:
一般情况稍差

,

有咳嗽
,

胸痛
,

活动后气促 , 无

盗汗
,

潮热 , 血压
、

血像正常
。

职业史
: 1 9 60年 6月

至 1 96 3年 8 月某水电站石工 (手工作业 ) ; 1 9 6 3年 9

月至攀
7年 , “月某电站风钻工 `干式作业 ’

。

X线胸片所见
: 1 9 71 年 n 月胸片

,

两中上 四个

肺区 出现 q 型类圆形小阴影
,

密集度 1 级
,

部分小

阴影中心密度较高
,

边缘锐利
,

肺门密度增高
,

淋巴

结钙化
,

心影大小正常
。

诊断为 I 期矽肺
。

1 9 7 7年 3

月胸片
,

类圆形小阴影数量增多
,

达 2 级密集度
,

分

布范围扩大到六个肺区
,

两上肺区的小阴影增大
,

密

度较前增高
,

相当于肋骨密度
,

两下肺出现肺气肿
,

诊断为 I期矽肺
。

1 98 4年 4 月胸片
,

右上肺区的类圆

形小阴影聚集欲拢
.

两中上四个肺区的类圆形小阴影

明显增大
,

为 r 型
,

密度显著增高
,

超过后肋骨密

度
,

肺气肿加深
,

两肺无结核 X线征像
,

诊断为 I 期

矽肺并钙化
。

【例 2】 男
,

53 岁
,

接尘工龄 13 年
。

体检
:
胸

痛
、

气促
,

咳嗽
、

吐痰 , 无盗汗
、

潮热 , 血压正常
。

职业史
: 1巧。~ 1 9 5 2 年某锡矿 山 井 运 工 (干 式 作

业 )
,

1 9 53 一 上9 5 7 年 风 钻工 (干式作业 )
.

1 9 58~

19 6 4年某汞矿风钻工 ( 湿式作业 )
。

X 线胸片所见
: 1 9 5 7年胸片

,

两肺门阴彭增大
,

密度增高
,

两肺出现一些非典型类圆形及不规则影
,

右上肺尖有结核硬结灶
。

心影大小正 常
,

诊 断 衡 可

疑矽肺
。

1 96 3年胸片
,

六个肺区出现 1级 密 集 度 的

q 型类圆形小阴影
,

诊断为 I 期矽肺
。

1 9 6 7年胸片
:

类圆形小阴影较前明显增多
,

达 2 级密集度
,

两上肺

区小阴影聚集靠拢
,

部分中心 出现钙化
,

肺门亦仃壳

样钙化
,

两下肺气肿
,

肺结核无变化
,

诊断为 I 期矽

肺
。
1 9 7 0年胸片

,

类圆形小阴影除大部分密度增高钙化

外
,

肺门壳样钙化明显增大
,

肺气肿稍加深
,

.ljI 功脉

段稍隆起
,

诊断为 I 期矽肺并大部分钙化
,

早期肺心

病
。

1 979年胸片
,

类圆形小阴影全部钙化
。

讨 论
:
在尘肺诊断中

,

肺门淋巴结钙化常见
,

而

尘肺小阴影钙化很少见
,

本两例首先在类圆形小阴影

的中心开始密度增高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密度逐渐增高

并钙化
。

有人认为
:
矽肺

“

结节
”

钙化应出现在接触原子

量高的矿物尘 , 如铁
、

钡等作业工人
,

而本文两例患

者都是接触岩尘
,

主要是含游离二氧化硅
。

尘肺小阴

,

影钙化系钙盐沉积所致
,

类圆形小阴影开始出现时密

度中等
,

而后出现中心密度增高
,

最后整个结节密度

均匀增高 以致钙化
。

尘肺小阴影钙化多发在矽肺病的

中晚期
, 一

旦钙化后
,

未见矽肺进展
,

不易融合
。

尘

肺小阴影钙化是否象结核钙化灶一样
,

意味着病变稳

定
、

不再发展
,

有待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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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局部封闭致死 1 例报告
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 ( 1 100 2 4) 韩春英 韩晓辉

患者
,

女
,

42 岁
,

19 91 年 3 一 6 月因右前臂背侧肿 3处5 ` 4

cm 隆起包块
,

波动感 ( 十 + )
,

触痛 ( + + )
.

痛在当地用醋酸确炎舒松
一
A注射液局部封闭

,

共20 支 入院后即给先锋霉素 v 6
.

o g/ 日静滴
,

13 日下午病

(计 10 00毗 )
。

突然停药后
,

7 月 1 0 日来我院
,

经门 人持续高热 T 3 g
.

6
O

c
,

血压下降至 1 0
.

2 / 5
.

魂k p a ,

右前

诊检查
,

12 日以前臂多发性脓肿收入院
。

价穿刺出大量稀薄脓汁
,

全院会诊
,

诊断为右前臂化脓

查体
: T 39

.

ZoC
,

P 98 次 /分
,

R 30 次/分
,

B P 14 / 性感染
,

脓毒败血症并感染性休克
,

急性肾上腺皮质功

10 kP
a ,

神志恍惚
,

言语迟钝
,

表情淡澳
,

听力减退
。

能不全伴危象
,

即给氛化可的松 3 00 m g / 日
、

抓化钾

摘月脸
,

胡须男性化
,

前额发际 区禅脓疤
,

双颊内有 6
.

0 9 /日
,

输血 400 而
,

纠正水电解质紊乱
。

因考虑到

小块演疡
,

层部有散在出血点
。

心音纯
,

节律整
,

心率 病人处于休克状态未做脓肿切开
。

14 日上午休克无好

的次 /分
。

双肺湿罗 音
,

腹部膨隆
,

肝区压痛 ( + )
,

移动 转
,

即在病室行切开引流术
,

引出脓汁 400 多毫升
,

下

性浊音 ( 十 )
。

双丫胶浮肿
,

右前仲明显肿胀
,

皮沮高
,

有 午病情继续恶化
,

经积极抢救无效于 23 点 10 分死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