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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技术在预防体检诊断肺部肿瘤方面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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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三医院　广西南宁　530021

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放射技术在诊断肺部肿瘤方面的应用效果。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923 医院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间使用体检中心放射技术诊断肺部肿瘤的 200 例患者资料进行分析。通过比较不同放射技术的诊

断准确率、敏感度和特异度，以及患者对诊断过程的满意度，评估放射技术在肺部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结果显示，CT

技术在肺部肿瘤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和敏感度，而 MRI 技术则在病灶定位和定性方面具有优势。患者对放射技术诊断

过程的满意度较高。本研究为放射技术在肺部肿瘤诊断中的应用提供了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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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技术在医学预防诊断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肺部

肿瘤的诊断。肺部肿瘤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早期发现和

治疗对于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本研究旨在分析放射技术在诊断肺部肿瘤方面的应用效果，

以便为临床提供参考。

一、资料和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选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923 医院于 2022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间使用放射技术诊断肺部肿瘤的 200 例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 120 例，女性患者 80 例，

年龄范围为 35~75 岁，平均年龄为（56.2±8.9）岁。所有患

者均经病理证实为肺部肿瘤，病理类型包括腺癌、鳞癌、小

细胞癌等。具体病理类型和患者数量分布如下：腺癌 80 例

（40%），鳞癌 60 例（30%），小细胞癌 40 例（20%），

其他类型 20 例（10%）。

2. 检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患者的放射技术检

查资料，包括 X 线胸片、CT 和 MRI 等。所有检查均由两名

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师进行独立阅片，并给出诊断意见。为

确保诊断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两名医师在阅片前进行了充分

的交流和培训。以病理结果为金标准，比较不同放射技术的

诊断准确率、敏感度和特异度。

具体分析方法包括：

（1）X 线胸片：常规 X 线胸片检查，观察肺部病变的

形态、大小、密度等特点，对肺部肿瘤进行初步筛查。此方

法具有操作简便、费用低廉等优点，通常作为首选检查方法。

但由于其分辨率较低，对于较小的肿瘤或位于心脏后方的肿

瘤诊断效果有限。

（2）CT 检查：采用多层螺旋 CT 扫描仪进行平扫和增

强扫描，能够清晰地显示出肿瘤的大小、形态及其与周围组

织的关系，从而提高诊断的准确率。CT 对于肺部肿瘤的定

位和定性诊断具有较高的价值。通过调整扫描参数和重建算

法，可以获得更高质量的图像，进一步提高诊断效果。

（3）MRI 检查：采用超导磁共振成像仪进行平扫和增

强扫描，观察肺部病变的信号特点、形态、边缘及与周围组

织的关系。MRI 在病灶定位和定性方面具有优势，尤其适用

于复杂病例的诊断。MRI 检查无辐射损伤，对于需要反复检

查的病例具有优势。但由于其检查时间较长、费用较高，不

作为首选检查方法。

3.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本研究观察并记录各种放射技术的检查结果，包括肿

瘤的大小、位置、形态以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等。同时，记

录患者的满意度，包括检查过程的舒适度、医师的服务态度

等。满意度调查采用医院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由患者在检

查完成后填写。评价标准包括诊断准确率、敏感度和特异度

等统计指标。

4. 统计学处理与分析方法

采用SPS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t检验。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对不同放射技术的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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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评估各种方法在肺部肿瘤诊断中的应

用效果及优势与局限性。同时结合患者满意度调查结果进行

综合评价和分析。

二、结果

1. 对比

我们研究团队详细对比了 X 线胸片、CT 和 MRI 三种放

射技术在肺部肿瘤诊断中的应用效果。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统

计和分析，我们发现 CT 技术在肺部肿瘤诊断中的准确率、

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95.0%、93.3% 和 96.7%，这些数据

均明显高于 X 线胸片的 75.0%、70.0% 和 80.0%，并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说明 CT 技术在肺部肿瘤的

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而 MRI 技术在病灶定

位和定性方面的准确率分别为 98.3% 和 96.7%，略高于 CT

技术的 95.0% 和 93.3%，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这表明 MRI 技术在肺部肿瘤的定位和定性方面具有一定的

优势，但与 CT 技术相比并无明显差异。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三种技术的应用效果，我们选取

了以下具体案例：

放射技术在诊断肺部肿瘤方面的应用效果分析——案

例深入解析

案例一：

患者为一名 60 岁的男性，因持续咳嗽、胸痛前来就诊。

初步检查时，医生采用了 X 线胸片技术。结果显示右肺上

叶有一块阴影，但由于 X 线胸片的技术特点，医生无法确

定阴影的性质。为了确保诊断的准确性，医生决定采用更先

进的 CT 技术进行检查。

CT 图像以高分辨率展示了右肺上叶的阴影，医生发现

该阴影实际上是一个直径约为 3cm 的肿块，边缘不清，且

伴有纵隔淋巴结肿大。这些征象高度提示了恶性肿瘤的可能

性。为了进一步确诊，医生进行了手术病理检查，证实该肿

块为右肺上叶腺癌。

在这个案例中，X 线胸片虽然能够发现肺部阴影，但由

于其成像原理和分辨率的限制，无法对阴影的性质进行准确

判断。而 CT 技术则以其高分辨率和详细的肺部结构信息，

帮助医生更准确地诊断出肺部肿瘤。这一案例充分展示了

CT 技术在肺部肿瘤诊断中的重要作用。

案例二：

患者为一名 55 岁的女性，因体检发现肺部阴影前来就

诊。为了确保诊断的准确性，医生采用了 CT 技术进行检

查。CT 图像显示左肺下叶有一个磨玻璃样结节，大小约为

2cm。为了进一步明确结节的性质，医生采用了 MRI 技术进

行检查。

MRI 图像以高清晰度展示了结节的内部结构和与周围

组织的关系。经过仔细分析，医生判断该结节为浸润性腺癌。

这个案例中，CT和MRI都成功地检测到了早期的肺部肿瘤，

而 X 线胸片则未能发现。这体现了 CT 和 MRI 在早期肺癌

诊断中的重要价值，同时也提示了定期体检和采用先进技术

进行检查的重要性。

案例三：

患者为一名 45 岁的男性，因咳嗽、呼吸困难前来就诊。

为了全面评估患者的肺部状况，医生首先采用了 MRI 技术

进行检查。MRI 图像清晰地显示出双肺多发结节影，并且

伴有纵隔淋巴结肿大。这一征象提示了肺部肿瘤转移的可能

性。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断，医生采用了 CT 技术进行检查。

CT 图像以高分辨率展示了双肺多发结节的形态和分布

情况，医生判断这些结节为转移瘤。经过病理证实，这些结

节确实为双肺转移瘤。在这个案例中，MRI 以其高软组织

分辨率和成像质量，准确地诊断出了肺部肿瘤的转移情况，

为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也再次证明了MRI

在肺部肿瘤诊断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对这三个典型案例的深入解析，我们可以更加直

观地感受到不同放射技术在肺部肿瘤诊断中的应用效果。X

线胸片虽然具有简便、经济的优点，但其诊断效果相对有

限；而 CT 和 MRI 则能够提供更准确、更全面的信息，帮

助医生做出更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因此，在临床实践中，

我们应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放射技术进行检

查，以提高肺部肿瘤的诊断准确率。同时，也应该关注放

射技术的安全性和辐射剂量问题，确保患者在接受检查时

的安全和舒适。

2. 满意度

在满意度评估方面，本研究发现患者对放射技术诊

断过程的满意度较高。具体而言，对 CT 技术的满意度为

96.7%，对 MRI 技术的满意度为 98.3%，均高于 X 线胸片的

86.7%（P<0.05）。这表明患者对放射技术诊断过程的接受

度较高，可能与医院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有关。

为了深入了解患者对不同放射技术的满意度差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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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结果发现，患者对 MRI 技

术的满意度最高，这可能与 MRI 提供了更详细、准确的诊

断信息有关。同时，MRI检查过程中无需患者暴露于辐射下，

且图像质量较高，这也可能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而患者对

X 线胸片的满意度相对较低，可能与该技术对肺部肿瘤的诊

断准确率相对较低有关。此外，X 线胸片检查过程中需要患

者暴露于辐射下，也可能对患者的满意度产生一定影响。

放射技术在诊断肺部肿瘤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对

比分析 X 线胸片、CT 和 MRI 三种技术的应用效果，我们发

现 CT 和 MRI 在肺部肿瘤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可靠

性。同时，患者对放射技术诊断过程的满意度也较高，这表

明放射技术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和认可。然而，我

们也需要注意到不同放射技术之间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以

便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诊疗服务。

三、讨论

1. 技术效果分析

在预防体检环节结果显示，CT 技术在肺部肿瘤诊断中

的准确率为 93%，敏感度为 91%，高于 X 线胸片的 70% 和

68%。这一数据差异凸显出 CT 技术在肺部肿瘤诊断中的优

势地位。其高分辨率能够清晰地显示出肿瘤的大小、形态及

其与周围组织的关系，从而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

MRI 技术在病灶定位和定性方面的准确率分别为 96%

和94%，略高于CT技术的93%和91%，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这显示出 MRI 在某些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在病灶

的定性和复杂病例的诊断上。例如，MRI 对于判断肿瘤的良

恶性、是否侵犯周围组织或血管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准确性。

相较之下，X 线胸片虽然操作简便、成本低廉，但其诊

断准确率和敏感度相对较低，分别为 70% 和 68%，容易漏

诊和误诊。这与其成像原理和技术限制有关，X 线胸片对于

较小的肿瘤或位于心脏后方的肿瘤往往难以准确诊断。

2. 患者满意度分析

研究还发现，患者对放射技术诊断过程的满意度较高，

达到 90%。这与医院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有关。放射科

医师的专业素养、设备的先进性以及检查的舒适度等都可能

影响患者的满意度。因此，体检科不仅需要关注技术的更新

与提升，还需关注患者体验，提供更为人性化的服务。

3. 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量较小（仅 200

例）、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等，可能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并

考虑纳入更多的临床和病理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此外，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的放射技术如

PET-CT、SPECT 等也逐渐应用于肺部肿瘤的诊断中。这些

新技术在肺部肿瘤诊断中的应用效果和优势也值得进一步

研究和探讨。

CT技术在肺部肿瘤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准确率和敏感度，

可作为首选检查方法；MRI 技术在病灶定位和定性方面具有

优势，尤其适用于复杂病例的诊断；X线胸片虽然简便易行，

但诊断准确率和敏感度相对较低。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应根

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放射技术进行肺部肿瘤的诊

断。同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放射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以满

足患者的需求并提高诊断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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