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148 

医学研究 

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早期肺癌的研究进展综述 

陈戈 

（玉林市红十字会医院  广西 玉林 ） 
 

摘要：低剂量 CT 的实现方式应该是管电压、管电流和螺距等 CT 设备参数的 综合优化调节，同时结合人工智能技术，从而实现对患者的

个性化扫描，在获得满足诊断图像的同时减少辐射剂量。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各种数据库的文献、专著以及有关网络文献资料查询统计观点，

得出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早期肺癌的价值是极大的，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并完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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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CT 的发展尤为迅速，无论是在机器 硬件还是图像后

处理软件方面均得到极大的发展，不仅提升了图像质量，同时也减

少了辐射剂量。CT 在胸部疾病检查中的应用具有较大优势，但胸

部 CT 辐射剂量是普通胸部 X 线片的数十倍，随着 CT 检查的日

益增多，电离辐射损伤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如何在不影响影

像图像判读的前提下减少 CT 辐射剂量成为研究热点。Naidich 等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低剂量 CT 的概念，即在保证不影响影

像诊断准确度的情况下，综合调整机器设备扫描参数，尽可能减少 

CT 辐射剂量，因此低剂量螺旋 CT 在早期肺癌筛查中得到一定程

度的发展、普及。现就低剂量 CT 在早期肺癌筛查中的研究进展予

以综述，以期为更加合理地运用低剂量 CT 筛查肺癌提供理论依

据。笔者通过搜索中国知网外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

维普数据库、中国医院数字图书馆，总结了国内外文献对低剂量

CT 筛查早期肺癌的研究作如下综述： 

一、国外关于该研究的主要观点 

1、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早期肺癌的可行性       

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2O 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利用

低剂量螺旋 cT 进行肺癌筛查的研究，并与以前的结果进行比较。

Kaneko 等报道了 1975 年至 2002 年分两阶段进行肺癌筛查的结果，

表明低剂量螺旋 CT 可提高早期肺癌检出率。美国 “早期肺癌行动

计划 (earlylung cancerproject，ELCAP)”报告：1000 名 60 岁以上吸

烟者中，低剂量螺旋 CT 非钙化小结节检出率为 22-3％，而胸部 x

线片仅检出 0.7％，同时 27 例确诊为肺癌，使肺癌手术切除率达 96

％。Tsushima 报道了低剂量 CT 肺癌筛查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在结节

阳性率方面分别为 100％ 和 97％。其他学者提出了 LDSCT 筛查早

期肺癌的优点在于:①辐射剂量小。LDSCT 筛查时采用 4 层以上螺

旋 CT 设备，时间分辨力高,扫描速度快，管电流低，一般控制在

25~50 mA，辐射总量小。②敏感度高。③具有相对确定的筛查程序。

多家机构的筛查方案在观察、诊断、随访原则上大致相似。 

2、低剂量螺旋 CT 进行早期肺癌筛选的对象和筛查间隔 

David 等人提出吸烟时间、年龄是导致肺癌发生的主要原因 。

其中慢性肺部疾病、患者所处环境、有癌症史等也是导致肺癌的重

要 因素。在不同的研究报道当中筛查人群选择各不相同，不同国

际组织(如：美国癌症组织、美国肺癌协会、美国胸外科协会等)对

肺癌筛查高危人群的定义也不一致。而每次进行肺癌筛查的时间间

隔也有半年一次，一年一次，两年一次等。 

二、国内关于该研究的主要观点 

1、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早期肺癌的可行性 

国内，黄明刚等报道低剂量 CT 肺癌筛检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

别 为 82．9％和 88．8％，而<10mm 结节肺癌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为 72.7％和 89．6％。熊曾等用 Meta 分析综合评价了低剂量螺

旋 CT 筛查高危人群早期肺癌的价值。 

2、关于低剂量螺旋 CT 进行早期肺癌筛选的筛选对象和筛选的

方法 

苏慧一文中指出，通常情况下，进行早期肺癌筛选的目标一般

是为该疾病的高危人群，但是对于何为高危人群，有着不同的看法。

陈永亮、郭运来撰写的《低剂量螺旋 CT 对筛选检查早期肺癌的临

床价值》吸烟时间、年龄是导致肺癌发生的主要原因。其中慢性肺

部疾病、患者所处环境、有癌症史等也是导致肺癌的重要因素。李

玉指出环境的严重污染、厨房 油烟、二手烟等是我国与发达国家

致癌因素的不同之处。中国肺癌螺旋低剂量 CT 筛查指南(2018 年版)

建议：年龄介于 50～74 岁的吸烟者(吸烟史大于等于 20 每年，如已

戒烟则戒烟时间小于等于 5 年)。根据我国现今的情况，将年龄处于

五十至七十五岁，每年吸烟量等于或者大于二十包，或者是戒烟时

间没有达到 十五年者、或者是工作当中会经常接触石棉、氡、铀

等人 群 、长时间被动吸烟者、家庭中有过肺癌患者或者是恶性 肿

瘤患者归纳为肺癌的高危人群。 关于筛选的方法，《低剂量螺旋

CT 可筛查早期肺癌》发表于中国肿瘤临床，提出患者在进行检查

时，应呈仰卧平躺姿势，将双臂向上举高，然后对其进行吸气末单

次屏气扫描。 

3、关于诊断效果或价值的研究观点 

吴伟锋等人文中提出，选取 我院医治的 60 早期肺癌患者为

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分别接受 X 线胸片与低剂量螺旋 C T 检查。

以手术病理诊断结果为标准，比较两种检查方式诊断符合率，并观

察 C T 检查影像学特征等。宋玉朋提出，选取本院 2019 年 2 月

—7 月 144 例 35 岁以上的早期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观察低剂

量螺旋 CT 扫描在筛查早期肺癌中的效果，得出结论结论低剂量螺

旋 CT 扫描在筛查早期肺癌中效果更好，对早期肺癌的检出率更

高，具有推广价值。经常查询较多有关文献，发现较多学者都论证

了低剂量螺旋 CT 对早期肺癌的价值。 

4、低剂量螺旋 CT 对早期肺癌的筛选作用 

螺旋 CT 应用于早期肺癌的检查始于二十世纪，例如，孙耀辉

在中国中国继续医学教育中提出 X 胸片的肺癌检查能力为低剂量

螺旋 CT 检查能力的四分之一，低剂量的螺旋 CT 对患者阳性的筛

选率是 X 线胸片的三倍。陈春生在他湖北科技学院学报的文章提出

X 胸片对一期肺癌患者的检查能力为低剂量螺旋 CT 的 1/6。低剂量

螺旋 CT 筛检的肺癌患者生存质量较 X 胸片有明显改善。根据相关

的研究证明，经过低剂量螺旋 CT 筛检的一期肺癌患者的十年生存

率为百分之八十八，通过手术治疗的一期病例的十年生存率为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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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九十二，但是低剂量螺旋 CT 肺癌筛选在降低肺癌死亡率和肺癌

恶化率上没有明显作用。 

5、低剂量 CT 肺癌筛查存在的问题 

有部分学者提出了筛查中存在的问题或遇到的难点，例如，谭

智爱一文中提出，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提高肺癌患者生存率、

降低死亡率的重要措施。随着影像检查技术的发展，低剂量 CT 肺

癌筛查辐射剂量小、影像诊断图像良好、肺部结节检出率较高，成

为是肺癌早期诊断的最佳手段之一。存在的问题包括了第一个是过

度诊断，第二个是辐射影响，尽管低剂量 CT 的辐射量相较于常规

CT 可以降低 75％一 90％，其剂量仍为常规 x 线胸片检查的 2～10

倍，低剂量 CT 电离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不可忽略。第三个是假阳性

问题，第四个是费用问题，CT 检查的费用相对较高，对受试者产

生一定的经济负担，但是生命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

学者们普遍认为，更多的目光应该放在寻找如何选择合适的高危人

群、如何对筛选出的肺结节管理，进而减少 LDCT 肺癌筛查的潜在

危害，提高低剂量 CT 肺癌筛查的效果。   

三、综述结论 

目前，肺癌在临床上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且在我国各

个城市中，属于头号致死的恶性肿瘤。其中肺原发性恶性属于最常

见的肺癌，龙拥军, 卓丽华提出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全球每年

大约有 100 多万的新发肺癌者。其中大部分肺癌患者在接受治疗后，

期预后效果不够理想，且 5 年内生存率较低。可见近年来，临床

上已经逐渐重视肺癌早期的诊断研究，探寻一种具有安全、准确的

诊断方法，切实提高早期肺癌的诊断检出率，为临床后续治疗奠定

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通过对国内外各种数据库的文献、专著以

及有关网络文献资料查询统计以上观点，得出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

早期肺癌的价值是极大的，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并完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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