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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新技术在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中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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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乳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我国逐年上升，严重危害我国女性的身心健康。超声检查实时、无创，对致密
型腺体的乳腺检查效果较为敏感，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女性乳腺癌筛查和乳腺常规检查的重要手段。近年来，许多新

技术的出现弥补了常规超声诊断的不足。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技术是全自动三维成像，能清晰显示病变冠状面的

信息。弹性成像能实时定性、定量反映病变软硬程度。超声造影能灵敏捕捉低速血流信号，提高早期乳腺癌的检出

率。超声光散射断层成像依据组织内血红蛋白浓度等参数进行功能成像，以鉴别乳腺病变良恶性及用于乳腺癌疗

效评估。人工智能诊断技术基于大型数据库和深度学习，能捕捉人眼看不见的精细信息，达到更为客观和精确的诊

断。目前，嫁接在超声仪器上的乳腺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 Ｓｄｅｔｅｃｔ技术已投入临床应用。本文将归纳、总结以上
技术的最新进展并结合其在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中的应用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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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乳腺癌在全球女性中发病率和死亡率
居高不下，２０１８年全球约有１８１０万新发癌症病例，
其中乳腺癌２１０万，约占１１．６％［１］。而中国是东亚

地区女性乳腺癌发病人数最多的国家，发病人数约

３６．８万，占世界女性乳腺癌发病人数的１７．６％，居
全球第一位［２］。预计到２０２１年，乳腺癌的发病率将
增加到８５／１０万女性。在所有恶性疾病中，乳腺癌
也被认为是绝经后妇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占所

有癌症死亡总数的２３％［３］。乳腺癌的早期诊断和

治疗是降低死亡率、提高乳腺癌患者生存质量的关

键［４］。超声检查简便易行、实时动态，广泛应用于

乳腺癌的早期筛查，同时因其对于致密型乳腺敏感

性高，可作为 Ｘ线钼靶的有效补充［５］。目前，如何

利用超声技术对乳腺良恶性病变进行更快速、准确

的诊断是临床工作重点，本文拟对超声新技术在乳

腺良恶性病变诊断中的应用进展综述如下：

１　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技术（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ｂｒｅａｓｔｖｏｌｕｍｅｓｃａｎｎｅｒ，ＡＢＶＳ）

　　ＡＢＶＳ是一种三维容积超声成像系统，扫查探
头频率 ５～１４ＭＨｚ，最大扫描面积为１５．４ｃｍ×１６．８
ｃｍ，扫描深度 ６ｃｍ，采集图像层间距 ０．５～８．０
ｍｍ［６］。ＡＢＶＳ对乳腺自动连续扫查后进行三维重
建，新增的冠状面有助于直观、立体显示乳腺病变的

边缘、微钙化、导管扩张情况等。

有研究认为ＡＢＶＳ与手动超声在乳腺良恶性病
变的诊断价值方面无明显差异，但能提供冠状面的

诊断信息［７］。张惠等［８］认为ＡＢＶＳ冠状面能清楚显
示乳腺导管之间的解剖关系，对导管内的微钙化和

不明显扩张较为敏感。刘嘉琳等［９］认为乳腺良恶

性病变在冠状面的钙化、“汇聚”、“毛刺”、“成角”

方面有明显差异，可用于鉴别诊断。恶性肿瘤生长

刺激周围组织反应性生成纤维组织，肿瘤牵拉纤维

和周围组织在冠状面上形成“汇聚征”，被证实与乳

腺浸润性导管癌［１０］及肿瘤分子标记物有相关

性［１１］，可用于预测病变预后。研究表明，ＡＢＶＳ能显
著提高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ｂｒｅａ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ｅ
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ａｔａｓｙｓｔｅｍ，ＢＩＲＡＤＳ）４类病变诊断的灵
敏度、特异度、准确度［１２］，甚至有可能将不典型的

ＢＩＲＡＤＳ４Ａ类降级为 ＢＩＲＡＤＳ３类，减少不必要的
穿刺活检［１３］。

ＡＢＶＳ在乳腺病变的检出方面具有优势，其扫
查范围广，可减少位于乳腺周边、乳头下方及体积较

小病灶的漏检。Ｃｈｏｉ等［１４］发现 ＡＢＶＳ联合 ＢＩ
ＲＡＤＳ分类能提高不典型和直径较小的恶性病变的
检出率和诊断准确性。ＡＢＶＳ联合 Ｘ线钼靶能提高
无症状、致密型乳腺的女性乳腺癌检出率［１５］。ＡＢ
ＶＳ还能检出常规超声易漏诊的微钙化［１６］。ＡＢＶＳ
是标准化、全自动容积成像，不依赖操作者手法，漏

诊可能性较低。目前有计算机辅助诊断（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ＣＡＤ）系统能提示ＡＢＶＳ成像中可疑
的病变区域，并进行追踪导航，减少医师漏诊可

能［１７］。

但ＡＢＶＳ检查也存在局限性：１）不适用于乳房
较大、表面有破溃、部分凹陷或肿物明显突出于皮肤

表面的患者；２）无法像常规超声一样叠加彩色多普
勒及弹性成像等技术，诊断信息较为单一；３）不能
获得腋窝淋巴结的图像，无法判断恶性病灶的转移

情况，需要加用手持超声进行扫查；４）医师后期在
工作站上诊断时间较长，易产生疲劳等［１８］。

２　弹性成像技术

弹性是生物组织的一种属性，由于恶性病变内

肿瘤细胞外基质胶原纤维数量增加、结缔组织增生，

使组织变硬；良性组织的细胞外基质主要由间质细

胞和腺上皮细胞构成，质地较软［１９］。弹性成像的原

理是对组织施加一个激励，组织将遵循弹性力学、生

物力学发生位移、形变等，探头接收信号后，计算出

一系列弹性参数值，结合数字信号处理或数字图像

处理技术，将获得的数字信号以灰阶或彩色的方式

编码成像［２０］。本文将介绍应变弹性成像（ｓｔｒａｉｎ
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Ｅ）和剪切波弹性成像（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
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ＷＥ）在乳腺良恶性病灶诊断中的研究
进展。

２．１　ＳＥ
ＳＥ的原理是操作者通过探头手动给组织施加

一定的压力，组织受压后产生形变，通过检测其形变

程度计算出不同组织的弹性参数，然后把数字信号

进行彩色编码以获得弹性图［２１］。日本 Ｔｓｕｋｕｂａ大
学Ｉｔｏｈ等［２２］最早提出乳腺超声弹性成像５分评分
法。罗葆明等［２３］于２００６年提出改良５分法，此法
在５分法基础上增加对图像表现的描述分类，其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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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准确性更好，但仍具有主观性。为了避免评分

的主观性，应变率（ｓｔｒａｉｎｒａｔｉｏ，ＳＲ）比值即病灶与周
围正常腺体组织的弹性系数之比，客观地将弹性成

像技术进行量化［２０］，还能更好地反映相同个体病变

区域与正常组织的软硬差异。胡晓丹等［２４］回顾性

分析乳腺良恶性肿瘤２１３例，用改良５分法与ＳＲ比
值诊断的曲线下面积（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ｃｕｒｖｅ，ＡＵＣ）分别
为０．９２１和０．９２６；在 ＳＲ最佳诊断界点３．０５５下，
特异度和准确度明显升高。计算病变在弹性和二维

灰阶图像上面积的比值可得到面积比（ＥＩ／Ｂｍｏｄｅ
ｒａｔｉｏ），Ｂａｒｒ等［２５］用Ｍｅｔａ分析对比５分法、ＳＲ法、面
积比，发现用面积比诊断乳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最

高，阴性似然比最低。但以上３种方法测量时均需
人工手动施压，无法达到实时成像及测量，其诊断结

果也受操作者经验技术、病变的深度和大小，以及所

选病变的感兴趣区域等因素的影响［２６］。

２．２　ＳＷＥ
ＳＷＥ是利用超声探头晶片发射脉冲，使感兴趣

区域内产生瞬时剪切波，利用高达５０００帧／ｓ的超
高速成像系统对剪切波进行追踪、捕获，探头捕获到

感兴趣区内反射的剪切波信号后得出剪切波传播速

度（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ＷＶ）用以计算杨氏模量值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ＥＩ），ＳＷＶ与 ＥＩ的转换公式为 Ｅ＝
３ρＣｓ２（Ｅ为 ＥＩ；ρ为组织密度；Ｃｓ为 ＳＷＶ）［２１］。根
据胡克定律，在物体的弹性限度内，应力与应变成正

比，即杨氏模量越大，组织的硬度就越大，因而可以

根据杨氏系数定量评价不同生物组织的弹性值［２０］。

刁雪红等［１９］发现乳腺良恶性病变的ＳＷＶ平均值与
ＥＩ平均值有明显差异，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得
到诊断最佳界点ＳＷＶ为４．２ｍ／ｓ，对应ＥＩ值为５０．
０ｋＰａ，此时诊断敏感度、特异度为８５．２％、９１．３％。
在ＳＷＥ最佳诊断界值的选择上，薛姗姗等［２７］认为以

ＥＩ平均值为诊断截断值鉴别乳腺病变良恶性的ＡＵＣ
最大（０．９３１），准确率为９１．４５％、其次为ＳＷＶ，ＡＵＣ为
０．８９９，准确率为８９．８１％。也有报道认为 ＥＩ最大值、
病灶与脂肪组织 ＥＩ值比率才是鉴别乳腺良恶性肿
块最佳参数［２８］。上述差异的产生可能与良恶性病

变弹性系数重叠有关，例如导管内癌及粘液癌的整

体硬度偏小，良性病灶内发生钙化或产生胶原纤维

硬度变大［２９］。目前诊断良恶性病灶最佳弹性参数

及界值并未统一，还需在常规超声基础上结合其他

技术综合分析。

３　超声造影技术

超声造影是将含有气泡的造影剂悬浮液通过外

周静脉注入人体，使造影剂气体微泡在声场中产生

散射，从而提高图像对比度。其能实时、动态观察，

定性、定量评估病变的血流灌注及分布情况，明显提

高低速血管的检出率。恶性病变常产生大量新生血

管，血管常走行迂曲；血管内皮细胞基膜缺损，管壁

通透性变大；血管舒缩成分减少，导致静脉回流障

碍［３０］。新生血管数量、结构和分布的异常是超声造

影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的基础。

杨磊等［３１］对１７２例乳腺病变行超声造影，诊断
敏感性为９５．２４％，特异性为９６．５９％，恶性病变主
要为不均匀高增强，增强时边界不清、增强后范围扩

大，良性病变为整体性不同程度均匀增强。目前许

多学者用时间强度曲线来反映病变增强程度随时
间变化的趋势，然后定量分析达峰时间（ｔｉｍｅｔｏ
ｐｅａｋ，ＴＴＰ）、峰值强度（ｐｅａｋ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ＰＩ）、上升支斜
率、ＡＵＣ等参数用以鉴别乳腺病变的良恶性［３２］。曾

锦树等［３３］认为乳腺恶性病变的ＴＴＰ较短，而廓清时
间迟，ＰＩ、上升支斜率、ＡＵＣ均大于良性病变（Ｐ＜
０．０５）。段婧等［３４］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发现ＰＩ和ＴＴＰ为
乳腺癌的相关因素，乳腺癌通常表现为 ＰＩ强度较
高，ＴＴＰ较短。

早期恶性病变的肿瘤细胞未突破导管基底膜浸

润周围组织，常规超声恶性征象不典型，容易导致漏

诊、误诊。赵姣等［３５］对８０例早期乳腺癌患者进行
回顾性研究，发现超声造影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

为７６．９％、９４．１％，均显著高于常规超声。徐玮［３６］

认为超声造影对早期乳腺癌敏感性、准确性甚至高

于ＭＲＩ检查。在早期乳腺癌血流的检出方面，一种
新型血流成像技术———超微血管成像，对肿瘤早期

细微、低速血管显示率较高，甚至可媲美超声造影，

并且具有无创、操作简便、实时性好的优点，有望代

替超声造影［３７３８］。另外，超声造影还用于预测乳腺

癌前哨淋巴结转移［３９］及新辅助化疗疗效评估等。

超声造影的不足在于：１）造影成像结果受注射方
法、仪器调节、造影伪像、病灶部位等影响；２）乳腺
良恶性病变的微循环状态重叠而造影可能无法鉴

别［４０］；３）评价乳腺良恶性病变增强模式定性或定量
的标准并没有统一。

４　超声光散射断层成像

超声光散射断层成像是结合常规超声和光散射

断层成像技术（ｄｉｆｆｕｓ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ＯＴ）的新
型功能成像技术，其引入常规超声对病变进行定位，

利用光学数据系统，根据不同组织部位和层面对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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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吸收率的不同，进而分析病变组织内血红蛋白浓

度、血氧饱和度等参数，最终反映乳腺病变形态信息

和代谢状态［４１］。研究发现，乳腺恶性病变血红蛋白

含量的平均最大值高于良性；对于恶性病变，总血红

蛋白的平均最大值与肿瘤的病理分期和细胞核恶性

程度有关；放射科医师结合常规超声和总血红蛋白

数对恶性病变进行诊断，其灵敏度９６．６％ ～１００％，
阳性预测值５２．７％～５９．４％，阴性预测值９９．０％～
１００％［４２］。病变检出方面，一种基于大数据、计算机

神经网络辅助诊断技术的超声光散射成像乳腺诊断

系统对Ｔ１期乳腺癌的诊断优于超声，可作为早期
乳腺癌诊断的有效手段之一［４３］。Ｚｈｉ等［４４］认为乳

腺癌的临床病理特征如雌、孕激素受体状态、腋窝淋

巴结转移情况、淋巴结血管侵犯与否均与乳腺癌总

血红蛋白浓度（ｔｏｔａｌ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Ｃ）
有关，ＤＯＴ技术能有效检测 ＴＨＣ，从而为术前提供
治疗依据和判断病变预后。肿瘤的组织代谢及功能

变化早于形态学，超声光散射断层成像对肿瘤功能

代谢变化的监测较为敏感，从而利于评估、跟踪乳腺

癌新辅助化疗的疗效［４５］。

５．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诊断

５．１　ＡＩ与乳腺超声
ＡＩ是基于数学、计算机科学等，研究、开发用于

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系统

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４６］。乳腺医学影像 ＡＩ技术最
早发展起来的是 ＣＡＤ系统。传统 ＣＡＤ受人为勾
画、特征提取的影响［４７］而准确性不高。深度学习能

自主提取海量图像的精细特征，实现端到端的学习。

卷积神经网络（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ＣＮＮ）
是深度学习最有代表性的模型，在乳腺超声图像的

检测、分类上表现优异［４８］。ＡＩ依据大型数据集进
行高级学习，还具有计算速度快、重复性强等优势，

未来有望成为超声医师的得力助手。

５．２　ＡＩ的应用：
５．２．１　ＡＩ对乳腺病变的检测　ＡＢＶＳ能有效提高
乳腺病变的检出率［４９］，Ｍｏｏｎ等［５０］将一款基于 ３Ｄ
ＣＮＮ的ＣＡＤ系统应用于ＡＢＶＳ，测试３次诊断灵敏
度为１００％、９５．３％及 ９０．９％。ＡＢＶＳ阅片时间较
长，容易造成医师疲劳从而导致漏诊。ＶａｎＺｅｌｓｔ
等［５１］发现影像医师在ＣＡＤ辅助诊断时每例患者的
诊断时间明显缩短（１５８．８秒 ｖｓ１３４．０秒），同时
ＣＡＤ在扫描过程中能快速提示可疑病灶区并追踪
定位，减少漏诊可能。Ｊｉａｎｇ等［５２］发现在 ＣＡＤ辅助

下，放射科医师对无症状且具有致密型乳腺的患者

诊断时间每人减少１分９秒，同时保持良好的准确
性。由于常规超声需要人为手动扫查乳腺组织并冻

结图像，目前ＡＩ应用较少，故具有主观性及漏诊可
能。综上所述，未来基于全容积乳腺超声无人为依

赖的ＡＩ软件也许能有效避免乳腺癌筛查中存在的
漏诊问题［４８］。

５．２．２　ＡＩ对乳腺病变的诊断　目前 ＡＩ诊断主要
为基于常规超声对乳腺病变的良恶性分类和 ＢＩ
ＲＡＤＳ分类。Ｈａｎ等［５３］利用 ＧｏｏｇｌｅＮｅｔＣＮＮ构建模
型，其诊断乳腺良恶性病变 ＡＵＣ大于０．９，灵敏度
８６％，特异度９６％，准确度９０％，此模型能快速诊断
并辅助医师诊断。Ｆｕｊｉｏｋａ等［５４］对比一款ＣＮＮ模型
与另外３名影像医师对乳腺超声良恶性病变的诊断
情况：灵敏度 ０．９５８ｖｓ（０．５８３～０．９１７）、特异度
０．９２５ｖｓ（０．６０４～０．７７１）、准确度０．９２５ｖｓ（０．６５８～
０．７９２），而ＣＮＮ模型诊断每例患者只需要１．０秒。
Ｈｕａｎｇ等［５５］根据乳腺ＢＩＲＡＤＳ分类，运用两次ＣＮＮ
模型分别进行病灶的识别和特征提取，结果显示模

型诊断ＢＩＲＡＤＳ３类、４Ａ类、４Ｃ类的准确性均大于
９０％。有学者［５６］研究发现一款基于深度学习的

ＣＡＤ对乳腺良性病变，特别是纤维瘤和乳腺腺病诊
断的特异度较高，能减少非必要病理活检。ＡＩ诊断
快速、准确，分类程度也越来越精准，能够给超声医

师诊断乳腺病变提供一定的帮助和参考。

５．２．３　Ｓｄｅｔｅｃｔ技术　Ｓｄｅｔｅｃｔ技术是由韩国三星
公司研发的一款基于“深度学习”算法、嫁接在超声

仪器上的二维超声ＣＡＤ系统，其根据美国放射学学
院ＢＩＲＡＤＳ的超声描述法，提示乳腺病变“可能良
性”或“可能恶性”［５７］。Ｚｈａｏ等［５８］认为 Ｓｄｅｔｅｃｔ技
术诊断特异度较高，ＡＵＣ与有经验的医师相当，并
高于住院医师。也有研究认为 Ｓｄｅｔｅｃｔ技术对直径
较大、内部有钙化、血管分布密集的乳腺肿块容易出

现假阳性，而对直径较小、内部无钙化的乳腺肿块容

易出现假阴性［５９］。在 Ｓｄｅｔｅｃｔ与医师联合诊断的
研究中，Ｐａｒｋ发现低年资医师诊断的阴性预测值和
ＡＵＣ值、高年资医师诊断的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均
得到提高［５７］；Ｃｈｏ等［６０］认为联合 Ｓｄｅｔｅｃｔ技术有助
于提高不同年资放射科医师诊断特异性、阳性预测

值和准确性。值得注意的是，当不同年资医师采用

不同的联合诊断方法如：方法１：在 Ｓｄｅｔｅｃｔ诊断为
“可能良性”则将原分类下调 １级，如为 “可能恶
性”则上调１级，３类不再下调，５类不再上调，或方
法２：重新分级评价，两种方法的联合诊断效能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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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医师应灵活参考诊断结果，选择是否进行分类

调整［６１］。综上所述，Ｓｄｅｔｅｃｔ技术能对乳腺病变进
行快速诊断，但是其诊断为良性的病变仍有恶性的

可能，所以超声医师更应该结合自身经验及其他技

术综合诊断。

６　结　语

超声新技术的出现弥补了常规超声诊断的不

足，提供了更为全面、客观、准确的诊断信息。ＡＢＶＳ
克服了常规超声依赖人工手动操作的弊端，清晰显

示病变冠状面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弹性成像能定

性、定量反映病变软硬程度，具有很好的鉴别诊断意

义。超声造影能灵敏检出恶性病灶新生血管细微的

血流信号，对早期乳腺癌尤为敏感。超声光散射断

层技术对乳腺病变功能、代谢的变化较为敏感，利于

动态检测新辅助化疗疗效。超声 ＡＩ辅助诊断能提
高医师诊断效率和效能，减少漏诊。综上所述，只有

全面综合地应用各种技术才能发挥出各自的优势，

从而给乳腺癌患者带来益处。

作者声明：本文全部作者对于研究和撰写的论

文出现的不端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并承诺论文中涉

及的原始图片、数据资料等已按照有关规定保存，可

接受核查。

学术不端：本文在初审、返修及出版前均通过中

国知网（ＣＮＫＩ）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
学术不端检测。

同行评议：经同行专家双盲外审，达到刊发要

求。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文章版权：本文出版前已与全体作者签署了论

文授权书等协议。

［参考文献］

［１］　ＢｒａｙＦ，ＦｅｒｌａｙＪ，ＳｏｅｒｊｏｍａｔａｒａｍＩ，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ＧＬＯＢＯＣＡＮ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ｏｆ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ｆｏｒ３６ｃａｎｃｅｒｓｉｎ１８５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Ｊ］．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２０１８，６８

（６）３９４４２４．

［２］　李杰，张雪，李道娟，等．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河北省肿瘤登记地区

女性乳腺癌发病死亡分析［Ｊ］．肿瘤预防与治疗，２０１９，３２

（１１）９６２９６８．

［３］　ＡｋｒａｍＭ，ＩｑｂａｌＭ，ＤａｎｉｙａｌＭ，ｅｔａｌ．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Ｊ］．Ｂｉ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７，５０（１）３３．

［４］　ＡｚａｍｊａｈＮ，ＳｏｌｔａｎＺａｄｅｈＹ，ＺａｙｅｒｉＦ．Ｇｌｏｂａｌｔｒｅｎｄｏｆ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Ａ２５ｙｅａｒｓｔｕｄｙ［Ｊ］．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ＪＣａｎｃｅｒ

Ｐｒｅｖ，２０１９，２０（７）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５］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诊治

指南与规范（２０１９年版）［Ｊ］．中国癌症杂志，２０１９，２９（８）

６０９６８０．

［６］　刘娟，马苏美，王惠．自动乳腺超声成像系统的临床应用现

状［Ｊ］．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９，２７（８）６３４６３６．

［７］　ＷａｎｇＨＹ，ＪｉａｎｇＹＸ，ＺｈｕＱＬ，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ｉｇｎ

ａ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ｂｒｅａｓｔ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ｂｒｅａｓｔｖｏｌｕｍｅｓｃａｎｓａｎｄｈａｎｄｈｅｌ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ｓ［Ｊ］．ＥｕｒＪ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２，８１（１１）３１９０３２００．

［８］　张惠，刘玉萍，邓立强，等．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检查在 ＢＩ

ＲＡＤＳ４Ａ类肿块再评估诊断中的价值［Ｊ］．四川医学，２０１８，

３９（１１）１２１５１２１９．

［９］　刘嘉琳，周杨，吴佳玲，等．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冠状面征象

对乳腺良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Ｊ］．肿瘤影像学，２０２０，

２９（１）１７２１．

［１０］徐皙婷，韦舒静，魏均羽，等．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冠状面图

像特征在乳腺病变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Ｊ］．中国临床新

医学，２０１９，１２（２）１７５１７９．

［１１］文欢，肖际东，周元全，等．乳腺浸润性导管癌汇聚征与肿瘤

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Ｊ］．中国普通外科杂志，２０１８，２７（１１）

１４２４１４３１．

［１２］徐皙婷，韦舒静．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在乳腺 ＢＩＲＡＤＳ４类

病灶诊断中的应用价值［Ｊ］．广西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４

（１２）１７１３１７１７．

［１３］李可基，龚业琼，申俊玲，等．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结合超声

乳腺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分类诊断常规超声征象不典型的乳

腺癌［Ｊ］．中国介入影像与治疗学，２０１８，１５（８）４７７４８０．

［１４］ＣｈｏｉＥＪ，ＣｈｏｉＨ，ＰａｒｋＥＨ，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

ｂｒｅａｓｔｖｏｌｕｍｅｓｃａｎｎｅ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ＲＡＤＳｆｏｒ

ｂｒｅａｓｔ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ｈａｎｄｈｅｌ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Ｊ］．ＥｕｒＪ

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８，９９１３８１４５．

［１５］荆露霞，黄备建．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在乳腺癌中的临床研

究进展及前景［Ｊ］．肿瘤影像学，２０２０，２９（１）４４４９．

［１６］ＺｈａｎＪ，ＤｉａｏＸＨ，Ｐ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ｎｅｘｔｒ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ｂｒｅａｓｔｖｏｌｕｍｅｓｃａｎｎ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ｈａｎｄｈｅｌｄ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Ａｐｉｌｏｔｓｔｕｄｙ［Ｊ］．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２０１７，９６（３７）

ｅ７７６５．

［１７］ＸｕＸ，ＢａｏＬ，ＴａｎＹ，ｅｔａｌ．１０００ｃａｓｅｒｅａｄｅｒ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ｂｒｅａｓｔｖｏｌｕｍｅｓｃａｎｎｅｒ

ｉｍ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ＭｅｄＢｉｏｌ，２０１８，４４（８）１６９４１７０２．

［１８］张歌，闫静茹，巨艳，等．自动乳腺超声成像系统在乳腺癌筛

查和诊断中的应用进展［Ｊ］．中华医学超声杂志（电子版），

２０１７，１４（１１）８０５８０９．

［１９］刁雪红，刘迎春，陈林，等．新型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对乳腺

肿块良恶性的鉴别诊断价值［Ｊ］．影像诊断与介入放射学，

２０１７，２６（３）１８３１８６．

［２０］徐争，杨丽春．乳腺超声弹性成像的应用进展［Ｊ］．中国医学

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１（２）１５５１５６．

［２１］ＳｉｇｒｉｓｔＲ，ＬｉａｕＪ，ＫａｆｆａｓＡＥ，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

ｖｉｅｗｏｆ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Ｊ］．Ｔｈｅｒａｎｏ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７，７（５）１３０３１３２９．

［２２］ＩｔｏｈＡ，ＵｅｎｏＥ，ＴｏｈｎｏＥ，ｅｔａｌ．Ｂｒｅａｓ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

·８９８· 肿瘤预防与治疗２０２０年１１月第３３卷第１１期 Ｊ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ｅａ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１

肿
瘤
预
防
与
治
疗



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Ｊ］．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２３９

（２）３４１３５０．

［２３］罗葆明，欧冰，智慧，等．改良超声弹性成像评分标准在乳腺

肿块鉴别诊断中的价值［Ｊ］．现代临床医学生物工程学杂志，

２００６，１２（５）３９６３９８．

［２４］胡晓丹，肖蓉，杨昭晖．超声弹性成像应变率比值法与改良５

分法在乳腺良恶性肿瘤中的诊断价值［Ｊ］．中国医学影像学

杂志，２０１６，２４（１２）９００９０２．

［２５］ＢａｒｒＲＧ，Ｄｅ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ｉＡ，ＳｃｏｔｔｉＶ，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ｓｔｒａｉｎｅｌａｓｔｏｇ

ｒａｐｈ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Ｍｅｄ，２０１９，３８（６）１３９７１４０４．

［２６］陈文艺，张欢，彭玉兰．超声弹性成像在乳腺疾病诊断中的

应用进展［Ｊ］．生物医学工程与临床，２０２０，２４（１）１０５１０９．

［２７］薛姗姗，赵巧玲，阮骊韬，等．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技术在乳

腺肿块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Ｊ］．中国临床医学影像杂志，

２０１９，３０（１１）７７８７８２．

［２８］ＹｏｕｋＪＨ，ＧｗｅｏｎＨＭ，ＳｏｎＥＪ．Ｓｈｅａｒｗａｖｅ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ｂｒｅａｓｔ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７，

３６（４）３００３０９．

［２９］李静，郭丽苹，尹丽，等．超声造影联合弹性成像对ＢＩＲＡＤＳ

４类乳腺肿块的诊断价值［Ｊ］．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９，２９（４）

５８９５９２．

［３０］柯霓，陈文卫．乳腺良恶性结节的超声造影模式与病理学对

比分析［Ｊ］．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８，３９（４）５３６５４０．

［３１］杨磊，王晓荣，马方婧，等．超声造影鉴别诊断乳腺良恶性病

灶的价值［Ｊ］．临床超声医学杂志，２０１９，２１（６）４３９４４２．

［３２］ＬｉＷ，ＺｈｏｕＱ，ＸｉａＳ，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ｌ

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ｄｕｃｔ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ｓｉｔｕ：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１２７ｃａｓｅｓ［Ｊ］．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Ｍｅｄ，２０２０，３９（１）３９５０．

［３３］曾锦树，陈世良，许翔，等．超声造影在乳腺良恶性病灶鉴别

诊断中的应用［Ｊ］．中国超声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６）５００

５０３．

［３４］段婧，赵成茂，汪学昌，等．乳腺癌超声造影特征及定量参数

的诊断价值研究［Ｊ］．中国医药，２０１９，１４（５）７３５７３７．

［３５］赵姣，周琦．乳腺常规超声与超声造影对早期乳腺癌的诊断

价值［Ｊ］．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２０１９，２６（１２）１４２９１４３１．

［３６］徐玮．超声造影诊断早期乳腺癌敏感性和特异性分析［Ｊ］．湖

南师范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９，１６（１）５３５６．

［３７］ＰａｒｋＡＹ，ＫｗｏｎＭ，ＷｏｏＯＨ，ｅｔａｌ．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ｍｉｃｒｏｆｌｏｗ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ｏ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ｆｒｏｍｂｅｎｉｇｎｓｏｌｉｄｂｒｅａｓｔｍａｓｓ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ｍｉｃｒｏｖｅｓｓｅｌ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Ｊ］．ＫｏｒｅａｎＪＲａ

ｄｉｏｌ，２０１９，２０（５）７５９７７２．

［３８］ＰａｒｋＡＹ，ＳｅｏＢＫ．ＵｐｔｏｄａｔｅＤｏｐｐｌｅ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ｆｏｒｂｒｅａｓｔｔｕｍｏｒ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ｔｙ：Ｓｕｐｅｒｂ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１８，３７（２）９８１０６．

［３９］杨少玲，唐克强，陶均佳，等．经皮下注射超声造影剂对乳腺

癌前哨淋巴结的诊断效果［Ｊ］．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２０１７，

２４（１）１０１３．

［４０］罗俊，陈吉东，陈琴，等．乳腺良恶性病灶超声造影预测模型

在乳腺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４类乳腺病灶恶性风险评估中的

应用价值［Ｊ］．中华医学超声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６，１３（６）

４５９４６５．

［４１］ＺｈｕＱ，Ｐｏｐｌａｃｋ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ｏｐｔｉｃａｌｂｒｅａｓ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ｍｏ

ｄａｌｉｔｙ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Ｊ］．ＥｕｒＪＲａｄｉｏｌ，

２０２０，１２９１０９０６７．

［４２］ＺｈｕＱ，ＲｉｃｃｉＡＪ，ＨｅｇｄｅＰ，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ｉｎ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ａｎｄｂｅｎｉｇｎｂｒｅａｓｔ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ｂｙｕｓｉｎｇＵＳｇｕｉｄｅｄｄｉｆｆｕｓ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ＵＳ［Ｊ］．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８０

（２）３８７３９７．

［４３］韩晓蓉，梁琦，宁平，等．超声光散射成像乳腺诊断系统对 Ｔ

＿１期乳腺癌的诊断价值［Ｊ］．中华乳腺病杂志（电子版），

２０１９，１３（６）３４３３４９．

［４４］ＺｈｉＷ，ＷａｎｇＹ，Ｃｈ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ＵＳｇｕｉｄｅｄｄｉｆｆｕｓ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ｔｏｔａｌ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Ｊ］．Ｔｒａｎｓｌ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４）８４５

８５１．

［４５］ＺｈｉＷ，ＬｉｕＧ，Ｃｈ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ｔｏｎｅｏ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ｕｓｉｎｇ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ｅｄ

ｄｉｆｆｕｓ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Ｔｒａｎｓｌ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８，１１（１）５６６４．

［４６］罗晓，李安华．人工智能在乳腺癌诊治中的应用与思考［Ｊ］．

中华医学超声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９，１６（４）２４７２５１．

［４７］ＷｕＧ，ＺｈｏｕＬ，ＸｕＪ，ｅｔａｌ．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Ｊ］．ＷｏｒｌｄＪ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９，１１（２）１９２６．

［４８］刘睿峰，夏宇，姜玉新．人工智能在超声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Ｊ］．协和医学杂志，２０１８，９（５）４５３４５７．

［４９］荆露霞，黄备建．自动乳腺全容积成像在乳腺癌中的临床研

究进展及前景［Ｊ］．肿瘤影像学，２０２０，２９（１）４４４９．

［５０］ＭｏｏｎＷＫ，ＨｕａｎｇＹＳ，ＨｓｕＣＨ，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ｔｕｍｏｒ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ｂｒｅａｓｔ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ｕｓｉｎｇａ３Ｄ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Ｃｏｍｐｕ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Ｂｉｏｍｅｄ，２０２０，１９０

１０５３６０．

［５１］ｖａｎＺｅｌｓｔＪ，ＴａｎＴ，ＣｌａｕｓｅｒＰ，ｅｔａｌ．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３Ｄｂｒｅａｓｔ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ｏｏｌｆｏｒｔｈｅ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ｉｎ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

ｄｅｎｓｅｂｒｅａｓｔｓ［Ｊ］．Ｅｕｒ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８，２８（７）２９９６３００６．

［５２］ＪｉａｎｇＹ，ＩｎｃｉａｒｄｉＭＦ，ＥｄｗａｒｄｓＡＶ，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ｕ

ｓｉｎｇａ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ｅａ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ａｕｔｏｍａ

ｔｅｄｂｒｅａｓｔ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

ｄｅｎｓｅｂｒｅａｓｔｔｉｓｓｕｅ［Ｊ］．ＡＪＲＡｍＪ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ｏｌ，２０１８，２１１（２）

４５２４６１．

［５３］ＨａｎＳ，ＫａｎｇＨＫ，ＪｅｏｎｇＪＹ，ｅｔａｌ．Ａ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ｌｅｓｉｏｎｓｉｎ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ｍａｇｅｓ

［Ｊ］．ＰｈｙｓＭｅｄＢｉｏｌ，２０１７，６２（１９）７７１４７７２８．

［５４］ＦｕｊｉｏｋａＴ，ＫｕｂｏｔａＫ，ＭｏｒｉＭ，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ｎｉｇｎ

ａ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ｂｒｅａｓｔｍａｓｓｅｓａｔｂｒｅａｓｔ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ｕｓｉｎｇ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Ｊ］．ＪｐｎＪＲａｄｉｏｌ，

２０１９，３７（６）４６６４７２．

［５５］ＨｕａｎｇＹ，ＨａｎＬ，ＤｏｕＨ，ｅｔａｌ．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ＣＮＮ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ｚｅｄＢＩＲＡＤＳ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ｍａｇｅｓ［Ｊ］．Ｂｉ

ｏｍｅｄＥｎｇ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１９，１８（１）１１８．

［５６］ＸｉａｏＭ，ＺｈａｏＣ，ＺｈｕＱ，ｅｔａｌ．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ａｄｅｅｐ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ｓ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ｌｅｓｉｏｎｓ

·９９８·肿瘤预防与治疗２０２０年１１月第３３卷第１１期 Ｊ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ｅａ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１

肿
瘤
预
防
与
治
疗



［Ｊ］．ＪＴｈｏｒａｃＤｉｓ，２０１９，１１（１２）５０２３５０３１．

［５７］ＰａｒｋＨＪ，ＫｉｍＳＭ，ＬａＹｕｎＢ，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ｕｓｉｎｇ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ｍａｓｓｅｓｏｎ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ｄｄｅｄ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ｄｂｒｅａ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Ｊ］．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２０１９，９８

（３）ｅ１４１４６．

［５８］ＺｈａｏＣ，ＸｉａｏＭ，Ｊｉ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ｆｏｒｂｒｅａｓｔ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Ｓｄｅｔｅｃｔｆｒｏｍａ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ａｎｃｅｒ

ＭａｎａｇＲｅｓ，２０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３０．

［５９］ＷｕＪＹ，ＺｈａｏＺＺ，ＺｈａｎｇＷＹ，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

ｓｏｌｉｄｂｒｅａｓｔｌｅ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ａｌ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Ｊ］．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Ｍｅｄ，２０１９，

３８（１２）３１９３３２０２．

［６０］ＣｈｏＥ，ＫｉｍＥＫ，ＳｏｎｇＭＫ，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ｎｂｒｅａｓｔ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ｖ

ｅｌ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Ｊ］．Ｊ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Ｍｅｄ，２０１８，３７（１）２０９２１６．

［６１］李响，程慧芳，闫虹，等．常规超声联合ＳＤｅｔｅｃｔ技术对乳腺

病灶的诊断价值［Ｊ］．中国超声医学杂志，２０１９，３５（３）２２５

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櫚

２２８．

·读者·作者·编者·

英文摘要的定义及其特点

摘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是现代科技论文中必不可少的内容，ＧＢ／Ｔ６４４７－１９８６《文摘编写规则》对摘要的定义为：
文摘是“以提供文摘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叙文献重要内容的短文”。英文

摘要作为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它是国际间知识传播、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桥梁

和媒介，尤其是目前国际上各主要检索机构的数据库对英文摘要的依赖性很强；因此，好的英文摘要对于增

加期刊和论文的被检索和引用机会、吸引读者、扩大影响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摘要是论文主体的高度浓缩，它应该能提炼论文的主要观点，简明地描述论文的内容和规范，简短地进

行概括和总结。

英文摘要的基本特点

１）通常为一段，应统一、连贯、简明、独立；
２）应顺序体现论文的目的、方法、结果、结论和建议等；
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和转换逻辑上要严谨；
４）不能添加论文涉及范围以外的新的信息，但可以总结本文；
５）能被更加广泛的读者所理解；
６）通常用被动语态，弱化作者，强化信息。
英文摘要的可能用途

１）作者在准备一篇论文的时候会自己或要求其助手为他从不同水平的期刊摘取相关论文的摘要，供其
快速决定是否需要阅读其全文；

２）读者通常先阅读摘要，然后判断是否值得花费时间阅读全文；
３）图书馆采购人员通过摘要对期刊或系列读物内容得出一个总体判断；
４）一些组织或会议的报纸也会为其会员提供有关的文章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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