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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妇女常见和多发病主要为乳腺恶性肿瘤，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死亡率都居首位。而从近些年的调查研究中发现，我国乳

腺癌的发病率也极高，且逐年处于逐渐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然而由于检测技术手段的落后，我国对于乳腺早期的诊断以及筛选的准

确率较低，不能够做到早确诊早治疗的目的。特别，就诊时间较晚并耽误了治疗，最终导致治疗方案选择的局限性和后期治疗不理想。

所以针对这一问题，如何做到乳腺良恶性肿瘤的早发现早治疗成为该领域中的首要工作内容。因此，在本文中将对乳腺良恶性肿瘤的鉴

别方法超声光散射和核磁共振性能进行分析。本次研究成果，将为我们医院在乳腺诊断技术的成熟发展和相关利于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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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全世界，女性乳腺癌是一种常见乳腺癌，且近些年来发病率处

于逐渐上升的趋势。如何实现女性乳腺癌的预防和诊断，是降低

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措施。对于乳腺癌的检测主要是依

赖于医学影像手段，而医学影像检测手段的准确性，将最终决定乳

腺癌的发病率与死亡率。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当前超声波

散射（ｄｉｆｆｕｓｅｄ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与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是当前用于乳腺癌诊断的主要手段。通常情况
下，超声波散射和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也分别被称为 ＤＯＴ和
ＤＷＩ。当前，ＤＷＩ在乳腺癌检测中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技术，通过组
织中水分的布朗运动的反映，可以实现对乳腺癌的诊断与鉴别，其

对于临床医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叶明伟等人，对１．５Ｔ磁共振
多ｂ值ＤＷＩ在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中的使用价值。验证了在
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与鉴别中行１．５Ｔ磁共振多ｂ值ＤＷＩ的应用
价值，可以对乳腺疾病的病变性质进行准确判断，同时在临床应用

中具有较高的价值。张沥等人则探讨了关于对良恶性乳腺肿瘤的

鉴别中，超声以及超声波散射成像的功能。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

得出，对于常规超声不能诊断和确诊时，可以采用超声散射成像技

术进行诊断，体现了超声散射成像技术在临床应用中的价值。竺

季涛也对超声散射成像系统在乳腺肿瘤诊断中的应用的前景进行

分析，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超声散射系统可以有效的对良性

与恶性肿瘤进行区分，可以实现乳腺癌的早期检测，这对于降低乳

腺癌诊断的误诊以及漏诊率的作用显著，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

值。但是基于核磁的ＤＷＩ，存在一些禁忌事项、成本较高以及时间
长等缺点。而ＤＯＴ技术相对ＤＷＩ技术，具有简便、无创和廉价等
独特的优势，但是ＤＯＴ也存在对较小致密或脂肪和腺体层极薄的
病例检测时存在重建图像失真的问题。因此本文主要对 ＤＯＴ和
ＤＷＩ两种检测手段的优点以及缺点进行对比分析，这将为乳腺癌
良恶性肿瘤诊断中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同时为更合理的检测手

段以及检测技术提供理论参考。

２　乳腺良恶性肿瘤
乳腺的肿瘤分为良恶性两种，其中在女性乳腺的良性肿瘤主

要为乳腺纤维瘤，还有乳腺增生等。在医生就诊时，如果手摸到乳

腺上的包块边缘比较清晰，且没有压痛感和可以移动，则是良性

的。如果是恶性肿瘤的话，其边缘就不会十分的清晰。良性肿瘤

与恶性肿瘤的区别在于，可能很多年包块还是那么大，增长缓慢，

甚至不会转移。与良性肿瘤相比，恶性肿瘤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

发生转移。如果患者被确诊为良性肿瘤，只需要到医院定期检查

即可，但是如果在短时间内生长迅速，则需要马上进行手术将其

切除。

目前，妇女的众多疾病中，乳腺癌是女性健康的一个巨大的威

胁，然而对于乳腺癌的预防方法很少，因此对于如何尽早发现，并

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显得尤其的重要。近些年来随着医疗设备的

发展，以及光学成像技术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大大的促进了妇女

乳腺疾病的检测效率。

３　光学成像技术在乳腺肿瘤中的应用
在生物光子学领域研究中，光学生物成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

领域，其研究范围广泛，且新的技术以及方法不断的被提出。光学

生物成像技术实现的原理是基于生物体反射、荧光等空间变化来

获取光学图像。其与传统的形态成像技术如 Ｂ超以及 ＣＴ等相
比，其不仅能够对组织生物活性进行反映，同时还可以反映生理特

性。作为一种功能成像方式，将其与 ＭＲＩ、ＣＴ等传统医学成像相
比的优势总结如下：

①光学生物成像技术不会对生物体产生辐射伤害；②相比与
传统技术，光学生物成像技术具有无创、廉价的优势；③光学成像
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小到病毒大到生物体；④利用透射以及反射
等原理可以实现样品的多维成像；⑤光学成像技术可以与超声以
及核磁成像技术联合使用，实现形态成像与功能成像的优势结合；

⑥对于检测细胞，光学方法在分子成像方面的优势显著，不仅具有
较好的选择性，同时还具有较高的灵敏度。

目前，光学生物成像技术已经成为生命科学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因此医学影像已经逐渐从形态检测逐渐向器官代谢以及功能

诊断的方向发展。特别计算机技术、光源以及探测器等技术的发

展，极大的推动了光学成像技术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特别光学

成像技术的优势在于高灵敏度、无创以及造价低等诸多优势，在乳

腺病诊断中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４　超声光散射成像技术
所谓的超声光散射成像是将光散射断层成像和超声成像集中

在一个系统中。通过超声成像技术可以提供定位和空间的信息。

该技术使用两种不同波长（７８５ｎｍ和８３０ｒｉｍ）的近红外光，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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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检测的组织进行空间上的扫描，可获得组中不同位置的深度以

及吸收光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可以提供功能参数和成像图，用

于病情的诊断分析。利用超声成像获得病灶部位的形状、生长方

向以及横纵比。而使用光学成像可以获得血液组织参数，因为其

可以对组织的局部区域的血液信息进行检测，并提供由于毛细血

管改变而造成血红蛋白以及血氧分布的信息。

５　磁共振ＤＷＩ成像技术
ＤＷＩ用于乳腺癌检测的原理是基于对组织内水分子的布朗

运动的测量，包括组织中的细胞内与细胞外。通过将两个扩散敏

感性梯度施加在已有的脉冲序列上。当梯度生长方向上的水分子

发生了位置移动的现象，这将会引起横向磁化矢量的失位相的现

象发生，最终导致信号的衰减。当水分子出现扩散的越自由，此时

信号出现衰减的现象则就越明显。水分子的表观扩散系数也被称

为ＡＤＣ以及扩散敏感系数（ｂ值）则决定信号的衰减程度。
６　磁共振ＤＷＩ与超声光散射成像技术的性能对比

对两种诊断方法的性能进行对比时，首先进行了数据采集，数

据主要来源于我院２０１９年３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１月期间就诊的９０例
患者。这些患者需要采用ＤＷＩ和 ＤＯＴ技术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以
及确诊。在进行检查中，使用的 ＤＯＴ以及 ＤＷＩ仪器分别为新奥
博为技术有限公司的 Ｏｐｔｉｍｕｓ－ＩＩ型超声光散射成像设备和 ＧＥ
ｓｉｇｎａｌＨＤＥ１．５ＴＭＲ设备。

表１　不同成像方法的性能对比

成像方法 诊断敏感度 特异度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ＤＯＴ ８５．７３％ ８１．３２％ ７９．４６％ ８５．９１％

ＤＷＩ ８３．０１％ ８５．４１％ ８１．９５％ ８５．６４％

ＤＯＴ－ＤＷＩ ９６．８６％ ９２．３１％ ９５．１２％ ９４．１３％

　　正如表１所示，从诊断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以及阴性预
测等方面对ＤＯＴ与ＤＷＴ两种成像方式进行对比。根据获得的数
值分析得出，两种成像方法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两者联合应用

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单独应用时明显

提高。

通过实际工作经验总结出，磁共振方法具有较高的敏感性，但

是该成像方法耗时较长并且存在禁忌的局限性。而超声光散射成

像具有无创和耗时短等诸多优点，且通过超声可以为光学系统提

供病灶的位置。而利用不同的近红外光可实现检测组织对光线的

吸收率，便于对组织内的脱氧血红蛋白等的含量和分布的分析。

而且该诊断方法不依赖于对比剂，可根据组织的供血以及供氧提

供检测信息，为乳腺癌的诊断提供有效信息。而在检测的过程中

将最大血红蛋白浓度（ＭＨＣ）作为乳腺癌的定量指标，在实际临床
应用中是十分可靠的信息。通过研究结果发现，与传统的超声检

测技术相比，可以明显的改善乳腺诊断的敏感度和预测值。

７　总结
综上所述，结合临床实践分别对比超声光散射成像与磁共振

ＤＷＩ在对乳腺癌诊断中的性能。超声光散射成像技术综合了超
声成像和光学成像的综合优点，且具有无创、方便等高性价比对乳

腺癌诊断具有重要的贡献价值。磁共振具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

且无辐射，对疾病定位、定性具有较大优势。根据实验的结果显

示，两者联合应用可显著提高诊断准确率，满足临床“早诊断、早

治疗”的需求，减轻患者和社会负担，提高患者生存率和生存质量。

在未来的研究中会继续通过更多的数据分析磁共振 ＤＷＩ和

ＤＯＴ联合临床应用中存在的缺点，以弥补其在临床应用中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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