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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鼻咽部炎性肿块患者的
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行鼻咽部

<=>?/>

%

@AB

检查及鼻内镜下取材病理检查确诊$ 依据
病理组织活检和临床随访分别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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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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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鼻咽癌早期诊断的灵敏度% 特异
性% 准确率! 并对两者的结果比较$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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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敏度方面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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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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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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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鼻咽癌诊
断中均有较高的价值!两种诊断方法有各自的优缺点!应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提高早期
诊断鼻咽癌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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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为鼻咽部常见的恶性肿瘤! 不少患者通

过体检发现!有时很难与鼻咽部炎性肿块相鉴别$目

前国内外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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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鼻咽癌诊断%分期%制定放

疗计划及疗效监测的首选方法$有文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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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准确诊断早期肿瘤! 是头颈部恶性肿瘤非常重要

的诊断监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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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癌绝大部分是低分化鳞癌# 肿瘤局部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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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平面"多方位"

多参数成像的能力# 有较高的组织分辨率和血管血

液的流空效应"血管成像#因此能清楚显示肿瘤病变

与周围结构的关系# 无需对比增强即可分辨肿大的

咽后淋巴结$较早反映颅底骨质的侵犯#因而诸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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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葡萄糖的类似物#在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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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停留在细胞内! 肿瘤细胞葡萄糖载体增多和细胞

内己糖激酶增高使糖酵解明显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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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病灶$ 鼻咽癌可表现为鼻咽部软组织增厚或软

组织肿块#鼻咽腔形态改变#病灶位于侧壁者#常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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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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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价值# 两者之间灵敏度明显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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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鼻咽癌诊断的灵敏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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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

诊断方法有各自的优缺点#应将两者结合起来#以提

高早期鼻咽癌诊断的准确率!

因此#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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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鼻咽癌侵犯范围作出诊断

过程中# 必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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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影像学检查进行综合分

析"判断#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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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肿瘤病灶的定性"远

处转移诊断方面的优势# 达到指导诊断和治疗的目

的!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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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世#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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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进

行配准#各自的优势互补#通过多模式成像一站式同

时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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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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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可能会更广泛和全面地

描绘和表现生物学过程的特征# 其在分子影像中具

有独特的优势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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