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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在早期肺癌筛查中的应用与临床价值分析 

关何洋锦 

江油市人民医院  四川绵阳 

【摘要】目的 探讨早期肺癌筛查中采用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的价值。方法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4 月，

选取疑似早期肺癌患者 103 例为对象，患者依次应用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完成 CT
扫描，以活检病理学结果为金标准，统计两种技术的结果。结果 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常规剂量 CT 扫描

技术的七项筛查指标比较无差异（P＞0.05），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的四项 CT 影像学表现检出率大于常规剂

量 CT 扫描技术（P＜0.05）。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的有效剂量、容积剂量指数和剂量长度乘积均明显低于常

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P＜0.05）。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的图像噪声虽大于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图像质量

评分虽低于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早期肺癌筛查中应用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筛查指标、影像学表现检出率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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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clinical value of low-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in early lung cancer scre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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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low-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in early lung cancer 
screening.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1 to April 2022, 103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early lung cancer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The patients completed CT scanning with low-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and conventional 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in turn. The results of the two technologies were counted based on the pathological results of 
biopsy as the gold standard.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seven screening indicators between low-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and conventional 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P>0.05). The detection rate of four CT 
imaging manifestations of low-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ventional 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P<0.05). The effective dose, volume dose index and dose length product of low-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conventional 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P<0.05). 
Although the image noise of low-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conventional 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and the image quality score is lower than that of conventional 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the difference i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low-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in early lung cancer screening has a better detection rate of screening indicators and imaging 
manifestations. 

【Keywords】Early lung cancer screening; Low dose CT scanning technology; Conventional dose 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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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属于恶性肿瘤，具有极高的患病率、死亡

率，在所有恶性肿瘤死亡患者中占 22.7％，患者的

5 年生存率约为 16％[1]。有研究 [2]指出，若能在肺癌

早期确诊疾病，进行手术切除，可获得理想的肺癌

预后，患者 5 年生存率可提升至 80％。胸部 CT 扫

描是现今最常用的早期肺癌筛查方法，具有较强的

诊断价值[3]。但该检查的辐射危害始终是临床重点

关注、积极探究的问题，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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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提出解决 CT 辐射危害的方法。本文以

2021.1-2022.4 收治的 103 例疑似早期肺癌为对象，

探讨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的价值，报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2021 年 1 月到 2022 年 4 月，选取疑似早期肺

癌患者 103 例为对象。男 67 例、女 36 例；年龄 51-79
岁，平均（65.40±8.29）岁。 

1.2 方法 
此次 CT 扫描检查应用的仪器是 GE 64 排 128 

层螺旋 CT，提前向患者介绍该仪器，明确检查流

程、注意事项，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准确进行呼吸训

练，摘下颈部等位置佩戴的金属物品，要求患者检

查期间控制呼吸:深吸气后屏气，保证呼吸深度始终

一致，之后进行肺尖至肺底连续扫描。常规 CT 扫

描技术参数如下：管电压为 120kV、管电流为 80mA，

层厚为 5mm，螺距为 1.0，重建层厚为 1.25mm。低

剂量 CT 扫描技术参数如下：管电压为 120kV、管

电流为 50mA，层厚为 5mm，螺距为 1.5，重建层厚

为 1.25mm。完成扫描操作后，结合发现的病变组织、

位置变化等进行评估，明确病灶形态、病灶大小以

及病灶性质。 
1.3 观察指标 
（1）CT 筛查结果，基于活检病理学结果明确

阳性、阴性，计算七项筛查参数；（2）CT 影像学

表现，包含分叶、空洞、毛刺、钙化四项影像学表

现；（3）辐射剂量参数，包括有效剂量、容积剂量

指数和剂量长度乘积；（4）图像质量，包括图像噪

声和图像质量，其中图像质量由 2 名中级以上职称

的影像科医师对所有图像的质量进行评估，若图像

质量清晰、对比度良好、无伪影、噪声小则记为优；

若图像质量较为清晰，有少量伪影、噪声小则记为

量；若图像质量较差，对比度一般、伪影较重、噪

声大则记为中；若图像模糊无法满足诊断需求则记

为差，以优、良、中所占百分比之和计算影响合格

率。 
1.4 统计学方法 
处理软件为 SPSS22.0，数据类型为计数数据和

计量数据，前者通过（%）以表达，施以 χ2 检验表

示检验结果，后者通过（ sx ± ）以表示，施以 t 检
验表示检验结果。P＜0.05。 

2 结果 
2.1 患者的 CT 筛查结果 
活检病理学结果显示，103 例疑似患者中有 78

例确诊早期肺癌，确诊率是 75.73％。低剂量 CT 扫

描技术：阳性 74 例，阴性 29 例，阳性率 71.84％、

阴性率 28.16％、准确度 92.23％、敏感度 92.31％、

特异度 92.00％、阳性预测值 97.30％、阴性预测值

79.31％；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阳性 75 例，阴性

28 例，阳性率 72.82％、阴性率 27.18％、准确度

95.15％、敏感度 94.87％、特异度 96.00％、阳性预

测值 98.67％、阴性预测值 85.71％；低剂量 CT 扫

描技术、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的七项筛查指标比

较无差异（P＞0.05）。见表 1。 
2.2 患者的 CT 影像学表现 
低剂量CT扫描技术的四项CT影像学表现检出

率大于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P＜0.05）。见表 2。 
2.3 辐射剂量参数 
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的有效剂量、容积剂量指

数和剂量长度乘积均明显低于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

术（P＜0.05），见表 3。 
2.4 图像质量 
低剂量CT扫描技术的图像噪声虽大于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图像质量评分虽低于常规剂量 CT 扫

描技术，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四。 
3 讨论 
肺癌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癌症，多数患者确诊

时已经处于肺癌中晚期。临床明确指出，早期发现、

确诊、治疗是有效降低肺癌死亡率的主要措施[4]。 

表 1 患者的 CT 筛查结果、活检病理学结果对比 

金标准诊断（活检病理学） 
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 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 

合计 
阳性 阴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72 6 74 4 78 

阴性 2 23 1 24 25 

合计 74 29 75 2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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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患者的 CT 影像学表现对比（n=78 例，n/％） 

组别 分叶 空洞 毛刺 钙化 

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 11（14.10％） 20（25.64％） 17（21.79％） 32（41.03％） 

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 2（2.56％） 8（10.26％） 5（6.41％） 15（19.23％） 

χ²值 6.7972 6.2679 7.6201 12.0054 

P 值 0.0091 0.0123 0.0058 0.0005 

表 3 辐射剂量参数（n=78 例， sx ± ） 

组别 有效剂量（sSV） 容积剂量指数（mGy） 剂量长度乘积（mGy×cm） 

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 0.62±0.21 6.01±1.32 45.12±9.36 

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 2.59±0.75 1.46±0.35 172.37±15.18 

T 值 22.339 29.426 63.018 

P 值 0.000 0.000 0.000 

表 4 图像质量（n=78 例， sx ± ） 

组别 图像噪声（Hu） 图像质量评分（分） 
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 24.63±7.15 3.98±0.65 
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 23.28±6.81 4.19±0.78 

T 值 1.207 1.827 
P 值 0.229 0.070 

 
早期发现及诊断肺癌的关键是肺癌筛查，肺癌

筛查群体以 40 岁以上、家族史、长期吸烟群体等为

主[5]。影像学是筛查肺癌的主要方法，现今最推崇

的是 CT 扫描。 
但有研究指出，CT 图像越清晰，受检者接受的

辐射剂量越多，而长时间接受大剂量的照射，会增

加绝育、白内障、胎儿畸形、白血病及恶性肿瘤等

的发生风险，对人体造成了较大的伤害[6]，国际放

射防护委员会指出，X 线照射剂量每增加 1mSv，引

发肿瘤的概率则会增加 5/104[7]。为降低辐射危害，

临床现今最青睐的是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该技术

具备 CT 常规剂量扫描的多种优势，扫描速度快，

每秒可获取八层图像，一次屏气便可完成整个扫描

操作，可有效规避呼吸伪影的存在，图像质量较高，

可达到临床诊断早期肺癌的基本要求[8]。该技术还

可有效减少辐射剂量，且肺部重叠影像比较少，密

度分辨率比较高，扫描准确性、敏感性与特异性较

高，本次研究中，虽然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常规

剂量 CT 扫描技术诊断的则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阳性率、阴性率、准确度、敏感度、特异度、阳性

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比较无差异（P＞0.05），但低

剂量 CT 扫描技术的分叶、空调、毛刺和钙化的 CT
影像学表现检出率大于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P＜
0.05）。此外，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的图像噪声虽大

于常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图像质量评分虽低于常

规剂量 CT 扫描技术，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说明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并未降低弥漫性病

灶以及肺实质图像质量，图像密度分辨率较高，可

清楚显示患者的病灶内状态，筛查价值较高。 
综上可知，在早期肺癌筛查中应用低剂量 CT

扫描技术，诊断准确性高，影像学表现检出情况好，

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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