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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的影像学诊断进展和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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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棳我国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

呈上升趋势棳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已居女性恶性肿瘤

发病率的第棻位暎早发现暍早治疗对降低乳腺癌死亡

率有重要的意义暎目前棳以乳腺 斬线检查为代表的各

种医学影像学方法在乳腺癌的诊断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暎近年来棳在乳腺癌的诊断和治疗中棳包括数字化乳

腺斬线检查暍高频彩超暍斖斠斏等影像学新技术飞速发

展棳使乳腺癌的影像学诊断由形态学诊断进入了组织

水平暍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的诊断暎
乳腺斬线检查是 早应用于乳腺癌检查的影像

学方法暎自上世纪椄棸年代以来棳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

展棳数字化乳腺斬线检查经过早期的计算机 斬线检查

棬斻旓旐旔旛旚斿斾旘斸斾旈旓旍旓旂旟棳斆斠棭暍小视野数字化乳腺 斬 线

检查棬旙旐斸旍旍灢旀旈斿旍斾斾旈旂旈旚斸旍旐斸旐旐旓旂旘斸旔旇旟棳斢斊斈斖棭棳已

发展到全视野数字化乳腺 斬 线检查棬旀旛旍旍灢旀旈斿旍斾斾旈旂旈旚斸旍
旐斸旐旐旓旂旘斸旔旇旟棳斊斊斈斖棭阶段暎近年来棳针对可能遮盖

乳腺肿块或结节的致密型乳腺实质暍低信噪比的边界

和复杂的结构背景棳数字乳腺断层融合 斬线成像棬斾旈旂灢
旈旚斸旍斺旘斿斸旙旚旚旓旐旓旙旟旑旚旇旙旈旙棳斈斅斣棭暍对比增强数字乳腺斬
线 摄 影 棬斻旓旑旚旘斸旙旚斿旑旇斸旑斻斿斾 斾旈旂旈旚斸旍 旐斸旐旐旓旂旘斸旔旇旟棳
斆斉斈斖棭暍双能量 斆斉斈斖 及锥体束 斆斣 检查等新技术

已多用于乳腺疾病的检查暎但目前对 斈斅斣暍斆斉斈斖 和

锥体束斆斣及其联合应用的诊断效能棳仍有待进一步

深入研究暎
目前棳超声检查在乳腺癌的诊断上占有重要地位棳

特别是对于年龄小于棾棸岁的妇女和孕妇而言更成为

乳腺检查的首选方法暎但乳腺二维超声检查的诊断准

确率与肿瘤大小明显相关棳由此限制了超声对乳腺癌

诊断的准确性暎虽然肿瘤血管的收缩期峰值流速

棬旔斿斸旊旙旟旙旚旓旍旈斻旜斿旍旓斻旈旚旟棳斝斢斨棭暍动脉血管的阻力指数

棬旘斿旙旈旙旚斸旑斻斿旈旑斾斿旞棳斠斏棭暍搏动指数棬旔旛旍旙斿斾旈旑斾斿旞棳斝斏棭
等对乳腺疾病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棳特别是 斠斏值和

肿瘤的血流分布类型是评价其良恶性的重要指标棳但
其诊断准确率仍存在争议暎其中棳乳腺癌与乳腺纤维

腺瘤的鉴别诊断与误诊分析暍非肿块型乳腺癌的超声

表现与其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研究一直是乳腺疾病超声

诊断的重要方向暎近年来棳三维超声成像技术暍弹性成

像技术和超声造影已多用于对乳腺癌的精准诊断暍病
理特征预测和准确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价棳并提供了新

方法和诊断思路棳特别是声触诊弹性成像的出现使超

声弹性成像由半定量诊断成为全定量诊断暎此外棳三
维超声还可清晰显示病灶与周围毗邻组织及血管的空

间位置关系棳为手术提供客观依据暎在乳腺高危人群

体检中棳乳腺斬线检查棲超声检查的诊断准确率高达

椆棻棩棳远高于单独采用斆斉斈斖 的准确率棬椃椄棩棭暎但超

声检查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暎首先棳超声诊断对于操

作医师的依赖性较明显棳操作时间较长椈其次棳超声对

于乳腺癌病灶内的微小钙化显示较差棳对于不典型的

良性疾病棬如纤维腺瘤棭的鉴别能力仍有待探讨椈超声

引导下穿刺活检诊断乳腺癌前病变的准确性仍存在

争议暎
斖斠斏应用于乳腺影像领域已近棾棸年的历史暎目

前棳乳腺 斖斠斏动态增强扫描已成为诊断和鉴别诊断乳

腺癌的重要手段暎而新近应用于临床的 斖斠 功能成

像棬斝斪斏暍斈斪斏和 斖斠斢棭则将乳腺癌的诊断带入了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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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暍功能兼备暠的新阶段暎基于 斖斠斏各种技术的大量

临床应用棳棽棸棸椃年美国外科医师学会棬斄旐斿旘旈斻斸旑斆旓旍灢
旍斿旂斿旓旀斢旛旘旂斿旘旟棳斄斆斢棭在其发布的乳腺癌诊疗指南

中棳正式将 斖斠斏推荐作为乳腺癌高危人群的首选筛查

方法和传统影像学手段不能明确病变的首选检查方

法暎尽管 斖斠斏各种技术在乳腺癌的诊断方面取得了

很大的进步棳但其诊断特异度较低棳仍是制约乳腺

斖斠斏进一步应用的暟瓶颈暠椈对包括黏液性乳腺癌在内

的疑难疾病鉴别能力的不足也制约了乳腺 斖斠斏的进

一步应用暎乳腺 斖斠斏的假阳性主要发生于乳腺小叶

原位癌棬旍旓斺旛旍斸旘斻斸旘斻旈旑旓旐斸旈旑旙旈旚旛棳斕斆斏斢棭暍乳腺导管上

皮非典型增生棬斸旚旟旔旈斻斸旍斾旛斻旚斸旍旇旟旔斿旘旔旍斸旙旈斸棳斄斈斎棭暍乳
腺小 叶 非 典 型 增 生 棬斸旚旟旔旈斻斸旍旍旓斺旛旍斸旘旇旟旔斿旘旔旍斸旙旈斸棳
斄斕斎棭等乳腺癌高危病变和纤维腺瘤暍乳头状瘤暍硬化

性腺病暍纤维囊性病变暍导管增生和间质纤维化等良性

病变暎如何进一步采用 斖斠 功能影像学技术提高乳

腺 斖斠斏诊断的特异度棳减少诊断的假阳性是进一步研

究的重点暎
近年来棳随着影像融合理念和影像组学分析技术

的进步棳基于乳腺斬线暍超声和 斖斠斏影像融合的精准

诊断出现并应用于临床棳在乳腺疾病棳特别是疑难病例

的诊断方面日益体现出其价值棳其中联合乳腺 斬 线暍
超声暍斖斠斏影像学特征对乳腺疾病进行诊断和鉴别诊

断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暎同时棳基于融合影像的

乳腺疾病精准穿刺活检亦成为研究的热点棳为乳腺疾

病的临床诊疗提供了重要依据暎分子影像学的进步也

使得通过融合影像学对乳腺癌的分子生物学评价成为

可能棳通过影像学特征对乳腺疾病的组织学分级暍分子

分型和分子生物学表达进行预测备受关注暎影像组学

依托计算机学习技术棳对乳腺疾病的影像学特征进行

精准分析棳进而根据获得的研究成果对乳腺超声影像

报告和数据系统棬斺旘斿斸旙旚旈旐斸旂旈旑旂旘斿旔旓旘旚旈旑旂斸旑斾斾斸旚斸
旙旟旙旚斿旐棳斅斏灢斠斄斈斢棭进行修正棳也是目前乳腺影像研究

的重要方向暎
总之棳通过乳腺斬线暍超声暍斖斠斏等各种影像学方

法的融合和互补棳影像医学将会在乳腺癌的早期诊断暍
早期治疗领域发挥更大暍更重要的作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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