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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胸腔积液的主要病因和诊断&方法
!

对
#'5

例胸腔积液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结果
!

在
#'5

例患者中!良性胸腔积液
&5

例"

&,%-'d

$!其中以结核性胸腔积液最多!共
,/

例"

,#%/5d

$!恶性

胸腔积液
/'

例"

,-%'/d

$&恶性胸腔积液的血癌胚抗原"

7Q+

$%胸腔积液
7Q+

%胸腔积液
7Q+

'血清
7Q+

指标显

著高于良性者&胸腔积液腺苷脱氨酶对结核性胸腔积液诊断的灵敏度为
.'%.#d

!特异度为
5&%''d

!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下面积为
'%555

&结论
!

胸腔积液的病因以肿瘤和结核为主&血
7Q+

%胸腔积液
7Q+

以及胸腔积液

7Q+

'血
7Q+

是鉴别诊断良%恶性胸腔积液的可靠方法&胸腔积液腺苷脱氨酸对结核性胸腔积液的临床诊断价值

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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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积液在临床上较为常见#其病因构成呈现出多样化趋

势*为提高胸腔积液的诊断水平#本研究收集本院
#'5

例胸腔

积液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胸腔积液的

病因和诊断方法#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

年
$

月至
$'##

年
"

月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呼吸科及胸外科收住的胸腔积液患者#因胸闷气

促-咳 嗽-胸 痛-发 热 等 症 状 就 诊#其 中 胸 闷 气 促
/&

例

$

/#%"-d

&-咳嗽
$-

例$

$&%''d

&-胸痛
$-

例$

$&%''d

&-发热
.

例$

5%,,d

&*男
-'

例$

"/%5#d

&#女
,5

例$

,&%#.d

&%年龄

#5

"

.-

岁#平均$

&-%$&0#5%$'

&岁*

$%/

!

检查方法
!

对收住院的患者详细询问病史-症状#进行全

面体格检查#选择性地采取以下检查及诊断方法!$

#

&胸部
Z

线片-胸部计算机断层扫描-胸腔积液
R

超%$

$

&抽胸腔积液送

检常规-生化-细胞学-细菌学-腺苷脱氨酶$

+6+

&-癌胚抗原

$

7Q+

&-

7cV]+$#!#

%$

,

&血常规-血生化-血肿瘤标志物-结核

菌素试验-红细胞沉降率%$

/

&胸膜活检术%$

&

&纤维支气管镜%

$

"

&外科胸腔镜%$

-

&浅表淋巴大者进行穿刺活检*

$%'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O*OO#,%'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
T0H

表示#组间比较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

分比表示%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L-"

&*

!

$

'%'&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病因
!

恶性胸腔积液
/'

例$

,-%'/d

&#其中支气管肺癌

,,

例$

,'%&"d

&#包括腺癌
,'

例$

$-%-5d

&-腺鳞癌
#

例

$

'%.,d

&-印 戒 细 胞 癌
#

例 $

'%.,d

&-小 细 胞 肺 癌
#

例

$

'%.,d

&%胸膜间皮瘤
$

例$

#%5&d

&%弥漫大
R

细胞淋巴瘤
#

例$

'%.,d

&%类型不明者
/

例$

,%-'d

&*良性胸腔积液
&5

例

$

&,%-'d

&#其中结核性胸腔积液
,/

例$

,#%/5d

&%心力衰竭
$

例$

#%5&d

&%肺炎
#-

例$

#&%-/d

&%脓胸
,

例$

$%-5d

&%创伤
#

例$

'%.,d

&%乳糜胸
#

例$

'%.,d

&*不明原因
#'

例$

.%$"d

&*

各年龄段患者的病因分布见表
#

*

表
#

!

各年龄段患者的病因分布)

+

&

d

'*

年龄$岁&

+

结核 肿瘤 心力衰竭 肺炎 脓胸

'

/' #- #&

$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

'

$

'%''

&

-

$

"%/5

&

'

$

'%''

&

&

"' && 5

$

-%/#

&

$&

$

$,%#&

&

$

$

#%5&

&

#'

$

.%$"

&

,

$

$%-5

&

合计
#'5 ,/

$

,#%/5

&

/'

$

,-%'/

&

$

$

#%5&

&

#-

$

#&%-/

&

,

$

$%-5

&

由表
#

可见#肿瘤和结核是胸腔积液的主要原因#分别占

,-%'/d

和
,#%/5d

*其中
/'

岁以下者结核占
55%$/d

#居首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5

卷第
$$

期
!

)AIS>G7E<4

!

N;=>3I>C$'##

!

W;E%5

!

N;%$$



位#

/#

"

&.

岁中结核占
,'%&"d

#略低于肿瘤的
/#%"-d

%

"'

岁及以上者肿瘤居首位#占
/&%/&d

#肺炎其次#占
#5%#5d

#结

核居第
,

位#占
#/%&&d

*良性胸腔积液中以结核最多见#占

&5%"$d

#恶性胸腔积液中肺部肿瘤占大多数#为
5$%&'d

#其

中以肺腺癌胸膜转移最多*

/%/

!

一般情况
!

患者
#'5

例#单侧胸腔积液
..

例$

.#%"-d

&#

其中大量者
&'

例$

/"%,'d

&-中量者
/#

例$

,-%."d

&-少量者
5

例$

-%/#d

&%双侧胸腔积液
.

例$

5%,,d

&#其中少量者
#

例

$

'%.,d

&-中量者
5

例$

-%/#d

&*渗出液
5-

例$

5'%&"d

&#漏

出液
/

例$

,%-'d

&#介于渗漏之间
#-

例$

#&%-/d

&*

/%'

!

实验室检查

/%'%$

!

良性与恶性胸腔积液的各项指标比较
!

行胸腔穿刺抽

液术送检胸腔积液常规-生化检查*部分胸腔积液及血清送检

7Q+

-

7cV]+$#!#

-

+6+

和脱落细胞检查*良-恶性胸腔积液

的血
7Q+

-胸腔积液
7Q+

-胸腔积液
7Q+

"血
7Q+

和胸腔积

液
+6+

含量比较见表
$

*

表
$

!

良性与恶性胸腔积液的各项指标比较 &

T0H

'

组别
+

年龄$岁& 血
7Q+

$

4

2

"

3)

& 胸腔积液
7Q+

$

4

2

"

3)

& 胸腔积液
7Q+

"血
7Q+

胸腔积液
+6+

$

:

"

)

&

恶性胸腔积液
/' "$%"'0#'%.$ $5%,$0&"%#5 ,#&%$.0,5.%", #-%,&0/&%-' ,$%,-0.5%"&

良性胸腔积液
&5 &#%5&0$'%$# $%,$0$%&" #%--0#%"& '%-"0#%"& /$%550$5%,&

! _ '̂%''# '̂%''-

$

'%'# '̂%',# '̂%/.-

!!

注!

_

表示无数据*

!!

由表
$

可见#恶性胸腔积液与良性胸腔积液对比#血清

7Q+

-胸腔积液
7Q+

-胸腔积液
7Q+

"血清
7Q+

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

$

'%'&

&#前者高于后者*恶性组与良性组胸腔积

液
+6+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

!

胸腔积液
+6+

测定对结核性胸腔积液的临床诊断价

值
!

以胸膜活检-胸腔镜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金标准#以胸

腔积液
+6+

&

,':

"

)

为阳性判断标准#评价胸腔积液
+6+

测定对结核性胸腔积液的预测价值#并绘制
L-"

*结果显示#

胸腔积液
+6+

对结核性胸腔积液诊断的灵敏度为
.'%.#d

#

特异度为
5&%''d

#其
L-"

下面积为
'%555

*

'

!

讨
!!

论

肿瘤与结核仍是导致胸腔积液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显示#

恶性胸腔积液
/'

例 $

,-%'/d

&#结 核 性 胸 腔 积 液
$/

例

$

,#%/5d

&*与国内多数文献报道的结核占首位不一致+

#!,

,

#可

能与本研究中
"'

岁以上患者较多有关+

/

,

*其中结核以青年人

多见#占
55%$/d

%肿瘤以老年人多见#占
/&%/&d

%肺炎和心功

能不全在老年胸腔积液患者中所占的比例也较高*良性胸腔

积液以结核最多见#恶性胸腔积液以肺部肿瘤占大多数#其中

又以肺腺癌胸膜转移最多*

+6+

是嘌呤核苷酸代谢的关键酶#目前国内外资料表明#

结核性胸腔积液
+6+

活性明显高于其他原因所致的胸腔积

液
+6+

活性#胸腔积液
+6+

的测定可用于鉴别结核性与非

结核性胸腔积液+

&

,

*本研究发现#胸腔积液
+6+

对结核性胸

腔积液诊断的灵敏度为
.'%.#d

#特异度为
5&%''d

#其
L-"

下面积为
'%555

#诊断准确性很高#用于诊断结核性胸腔积液

具有显著性意义#即指标越高则结核性胸腔积液的可能性越

大#也验证了胸腔积液
+6+

是鉴别结核性胸腔积液的最佳生

化指标*但是在良恶性胸腔积液的鉴别诊断上#

+6+

并无临

床意义*

血清和胸腔积液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在恶性胸腔积液的诊

断中具有重要价值#目前公认准确性最高的是
7Q+

+

"!-

,

*本研

究发现#恶性胸腔积液的血
7Q+

-胸腔积液
7Q+

以及胸腔积

液
7Q+

"血
7Q+

均显著高于良性者#是早期诊断及鉴别良-恶

性胸腔积液的可靠方法#可作为首选指标+

5

,

*针对
7Q+

明显

增高的胸腔积液患者#尤其是老年人#应提高警惕#进一步行胸

膜活检或胸腔镜检查以获得病理依据*

总之#胸腔积液的病因复杂#要依据临床症状-影像学-胸

腔积液常规-生化-

+6+

-细胞学-肿瘤标志物等临床资料进行

综合分析#必要时行胸膜活检或胸腔镜等检查#以提高临床诊

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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