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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多层螺旋 CT对气道异物的诊断价值。方法 对门诊收治疑似气管异物患者56 

例，给予多层螺旋CT检查，并与支气管镜检查作对照。结果 多层螺旋CT检查共检出气道异物患者52例， 

1例误诊为肺炎，后经气管镜检查并取出异物，漏诊2例，假阳性 1例。多层螺旋 CT检查及气管镜对气道异 

物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0．61，P>0．05)。以支气管镜检查结果为金标准，螺旋 cT灵敏度为 

96．23％，特异度为66．67％，诊断符合率为94．64％。结论 多层螺旋CT检查气道异物，具有灵敏度高、符合 

率高特点，诊断时应结合病史、临床体征，以降低误诊率、漏诊率。儿童检查应以最低剂量扫描，避免辐射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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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of multislice CT examination in the diagnosis of airway foreign bodies JlN Qin-jian、ZENG Sha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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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f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multislice CT in the diagnosis of airway foreign bodies． 

M ethods Fifty—six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airway foreign body were given multislice CT examination，and their ex— 

amined results were contrastod with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bronchoscopy．Results Muhislice CT examination detec- 

ted airway foreign body in 52 patients，1 case was misdiagnosed as pneumonia，and the foreign body was removed by 

bronchoscope examination；Between multislice CT and bronchoscop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in foreign 

body detection rate( =0．61，P>0．05)；With bronchoscope examination results as the gold standard，spiral CT 

sensitivity Was 96．23％ ，the diagnostic coincidence rate was 96．64％ ．Conclusion Muhislice CT examination for 

airway foreign bodi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sensitivity，high coincidence rate，but also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history，clinical signs，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misdiagnosis，missed diagn osis．For children， 

multislice CT examination should be pen_formed at the lowest dose scanning，in order to avoid radiation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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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异物是呼吸科常见急诊病之一，以／f,JL多 

见，严重危及患者生命健康，及时早期诊断，可指导 

临床治疗及降低病死率⋯。临床诊断以影像学检 

查为主，传统x线诊断率低下，约90％异物不显影， 

影响诊断即时性 。随着影像学的不断发展，多层 

螺旋cT及强大的重建处理技术，为气管异物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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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判断异物大小、形态等提供可靠依据。为进一步 

探讨多层螺旋 CT在气道异物中的诊断价值，本文 

对我院和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疑似气管异物 

患者采用多层螺旋 CT进行检查，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09-01～2013-03我院门诊 

收治疑诊气管异物患者 56例，其中男 30例，女 26 

例，年龄最小 1O个月，最大 66岁，平均(28．37± 

3．64)岁，其中36例有明确异物吸人史。所有患者 

均有不同程度呼吸困难、刺激性咳嗽、紫绀等表现， 

部分患者表现为发热、气喘或气促。临床症状最短 

1 h，最长 2个月来院就诊。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多层螺旋 CT检查，采 

用 GE Light Speed VCT 64层螺旋 CT扫描，管电压 

120 kV，200 mA，层厚 3．0 mm。成人给予一次性屏 

气扫描，小儿在静息下完成扫描。对于不配合的患 

儿，可给予水合氯醛灌肠后扫描，扫描范围为口咽部 

至膈平面。扫描结束后，原始数据发回工作站进行 

再处理。确诊后给予支气管镜下异物取出术治疗。 

支气管镜为日本奥林巴斯公司生产 BF-3C40型纤 

维支气管镜。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 8．0统计学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检验，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多层螺旋 CT检测结果 56例通过多层螺旋 

CT检查，共检出气道异物 52例。1例由于异物吸 

人时间长，异物为片状、较小，大量炎性分泌物包裹 

异物，CT图像示炎性反应，误诊为肺炎，后经气管镜 

检查并取出异物，2例为薄皮状异物，CT未能发现。 

1例为假阳性患者。 

2．2 支气管镜检查结果 56例患者经支气管镜检 

查发现并取出异物53例，其中51例为食物，塑料物 

品2例。塑料物品为不规则形状，长径 0．5 em左 

右，厚度0．2 cm左右。食物长径最大 2．1 cm，最短 

0．5 cm，厚度0．3 em。食物种类多为花生米及甲壳 

类食物。阴性 3例。 

2．3 多层螺旋 CT与气管镜检查结果比较 多层 

螺旋 CT检查及气管镜取异物，对两种方法阳性检 

出率进行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0．61，P> 

0．05)；以气管镜检查结果为金标准，灵敏度为真阳 

性人数÷(真阳性人数+假阴性人数)X 100％，特异 

度为真阴性人数 ÷(真阴性人数 +假阳性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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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诊断符合率为(真阳性人数 +真阴性人数)÷ 

总人数。螺旋 CT灵敏度为 96．23％，特异度为 

66．67％，诊断符合率为 94．64％。见表 1。 

表 1 56例气道异物患者多层螺旋 CT与气管镜 

检查结果比较(n) 

2．4 合并症 56例患者中，合并肺不张 7例，合并 

阻塞性肺炎 41例。 

3 讨论 

3．1 气道异物是呼吸道急症，以J]~JL多见，随着年 

龄增长，发病率逐渐降低，而老年人、长期卧床患者、 

吞咽功能障碍患者，成为新的高发人群。3岁以下婴 

幼儿发病率约 79％，成人发病率约 0．75％ 一4％ 。 

气道异物形成后所引发的临床症状不同，受异物性 

质、大小及存留时间和位置等影响。异物表面光滑、 

较为清洁，引发炎性反应较轻；异物表面粗糙、清洁 

度差，则炎性反应较重；异物直径大，堵塞位置较高， 

呼吸困难、紫绀及刺激性咳嗽症状越严重；存留时间 

可直接影响肉芽组织生长、纤维包裹及感染等，从而 

影响临床症状严重度 ，也对异物取出造成影响，存留 

时间短则临床症状较轻，易于取出，反之则取出困 

难。目前，气道异物诊断和治疗仍以气管镜为主，且 

是诊断“金标准”，但术中及术后并发症较多较重， 

术前准备时间长，且对异物位置、大小等了解不清， 

直接气管镜检查或取出术盲目性大。 

3．2 影像学检查具有无创和穿透性好等优点，是临 

床常用检查方法。x线检查是以往常用方法，以纵 

隔摆动、肺野透亮度和密度异常及膈肌运动等征象 

能间接辨别异物位置和判断是否存在气道异物，受 

异物大小、性质等影响较大，对于较小、片状、且穿透 

性强异物，确诊率低下。相关报道 显示 x线检查 

气道异物误诊率达 40％。普通 CT与 x线检查相 

比，虽有效提高了分辨率，但为断层扫描，无三维重 

建功能，层厚、扫描时间长、辐射量大，对异物检出率 

未能达到满意效果，易引发辐射损伤。随着影像学 

的不断发展，多层螺旋 CT出现，以良好的时间和空 

间分辨率，强大的后处理工作站，及无创、快速、准确 

性高等特点，成为临床确诊气道异物常用首选方法。 

它可从多视角观察异物形态、大小和位置等，为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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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取出术奠定基础。本组研究仍有 1例误诊，表明 

多层螺旋 CT检查仍具有局限性。对于片状、有机 

物碎片，易误诊或漏诊，特别是有机碎片，对射线敏 

感度低，导致显示不佳或不显影；小片状异物，进入 

气管后，易粘附于气管壁，处于静止状态，临床症状 

轻微，多以刺激性咳嗽为主，采用多层螺旋 CT检 

查 ，易与炎症相混淆，从而增加误诊、漏诊发生率；其 

次为辐射问题，CT扫描辐射剂量大，而气道异物多 

发生于婴幼儿，组织细胞生长更新速度快 ，常规剂量 

扫描后，与成人接受相同剂量射线，辐射损伤几率较 

成人高，影响婴幼儿身体健康，甚至导致辐射损伤或 

恶变，这也是 目前家长和医学界关注问题。低剂量 

和常规剂量扫描，图像质量及可评价率、诊断准确率 

无明显差异 。对于婴幼儿和儿童，应采用低剂量 

扫描，以降低辐射损伤危险。低剂量扫描可通过降 

低管电流和增大螺距达到目的。管电流与放射剂量 

呈正相关，故可通过降低管电流达到降低辐射量目 

的，但会增加图像噪声和图像信噪比，空间分辨率影 

响无差异，但可通过工作站后处理系统、窗宽等以获 

得清晰图像。螺距增大，可有效缩短检查时间，而降 

低辐射刺激，对图像清晰度无影响，对气道异物诊断 

和肺部病变、气管、支气管显影无明显影响。对螺旋 

CT检查仪而言，管电流降低，球管负荷降低，相应会 

增加球管使用寿命，成本降低。本组研究结果显示， 

以支气管镜为金标准，螺旋 CT灵敏度为96．23％， 

诊断符合率为 96．64％。可见多层螺旋 CT检查具 

有灵敏度高、诊断符合率高特点，可达到与气管镜检 

查相似水平。为进一步提高诊断率，笔者认为，应结 

合病史、体征综合诊断，而且要根据患者自身特点制 

定相应检查策略，对于儿童应以最低剂量扫描、缩短 

扫描时间，以避免辐射损伤，而且对于d,JL和老年 

人，应加强监管，以避免气道异物发生。 

综上所述，多层螺旋 CT检查气道异物，具有灵 

敏度、符合率高特点，但也应结合病史、临床体征来 

诊断，以降低误诊率、漏诊率，儿童检查应以最低剂 

量扫描，避免辐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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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该院2012年药物变态反应(DA)的发病及诊治情况。方法 对该院2012年发生的 

147例DA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全身性反应79例(53．7％)，其中过敏性休克 6例；皮肤反应 68例 

(46．3％)。导致DA的药物前三位是抗生素、中药注射剂、抗肿瘤药物。静脉给药途径发生率最高，发生快， 

症状重，口服及局部外用药发生率较低，发生慢，症状轻。经停药(或换药)、抗过敏、对症、激素治疗均缓解或 

好转，6例过敏性休克均治愈。结论 应加强抗生素、中药注射剂、抗肿瘤药物等新药、中药的管理，密切关注 

患者的用药经过，及时发现DA及处理，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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