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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由支气管扩散的放射学和功能学证据: 一项观察性研究 

 

摘要 

背景：在抗生素普及前的人类病理学文献中广泛描述了结核病由支气管直接播散，但在抗生素

普及之后，这种描述被忽略了，因为大多数病理数据来自强调肉芽肿的动物模型。现代技术，

如[18F]-2-氟-2-脱氧葡萄糖（FDG）PET/CT 扫描，可能会提供进一步的见解。我们的目的是了解

被治愈的肺结核患者在治疗早期肺 PET/CT 扫描的分辨模式。 

 

方法：在这项观察性研究中，我们分析了来自 Predict TB 的数据，这是一项正在南非和中国

进行的对药物敏感性肺结核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该试验检查了参加者中治疗成功案例（入

组后 18 个月 痰液培养阴性）的基线和第 4 周 FDG-PET/CT 扫描影像。纳入者年龄在 18～75 

岁之间，GeneXpert MTB/RIF 检测 MTB 阳性且利福平耐药阴性，尚未开始结核病治疗，在过去 

3 年内未因活动性结核病接受过治疗，实验室血检符合基本安全标准，且排除糖尿病、HIV 感

染，及肺外结核（包括胸膜结核）。扫描影像由两位医师评估肺结核病灶的位置（如空洞、实

变等）、支气管壁增厚模式，以及从基线到治疗第 4 周的变化。 

 

结果：在目前成功治愈的 124 名参加者（2017 年 6 月 22 日至 2018 年 9月 27 日入组）中，基

线检查时确定了 161 个位于肺叶上部的原生病灶。在这 124 名参加者的基线 PET-CT 扫描影

像中，有 121 名（98%）呈现支气管壁增厚和联系非空洞性实变病灶与空洞的炎症。治疗 4 周

后，124 名参加者中有 21 名 (17%) 出现了新的或扩大的病变，这些病变通过支气管炎症与

空洞相连，而这些病变在基线检查时并不存在，尤其是基线检查时空洞≥2 个的参加者和来自

南非的参加者。 

 

解释：在随后治愈的肺结核参加者中，基线检查时空洞和非空洞性病变的位置以及治疗第 4 周

的新病变表明疾病扩散起源于空洞并通过支气管播散。来自空腔的支气管播散在肺结核的扩散



中所起的作用可能比人们所认识到的更大。阐明空洞病变动态和空洞内结核分枝杆菌的生存能

力可能有助于更好地解释治疗结果，以及为什么一些患者治愈而另一些患者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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