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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变化中，由于经历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推动之后，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综合国

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和进步，这使得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的

追求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简单的衣食住行上，而是会更加注重

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而且越来越多的食品种类也为人们提供

了大量的选择，因此，由于饮食引起的消化内科疾病已经成

为了现阶段人们身体出现疾病的最普遍的一个原因。所谓的

消化系统疾病其实是一种统称，常见疾病有胃溃疡、胃癌、

胃炎等，该病主要临床表现为吞咽困难、慢性腹泻等，严重

影响患者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而且由于疼痛并不能够进行

任何动作，消化系统疾病对于患者进行正常的工作、学习和

生活都会带来极大的影响 [1]。一般来说，对这种消化系统疾

病的基础治疗都是望、闻、问、切，或者严重的患者则需要

进行胃镜检查，但是由于技术手段和设备仪器的先进性较差，

对于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断来说准确性是很不够的。而 X 线胸

片作为一种较为常见的医疗诊断技术，能够通过对患者的胸

腔内部进行观察，辨别出异常的情况，从而更好地帮助医生

进行确诊。因此，本文借助消化系统疾病在 X 线胸片的表现

实验，来进行相关结果的验证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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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由于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升，生活质量逐渐变好，这就使得在人们的饮食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种的食品。越
来越好的生活环境、生活条件以及相应的社会发展优势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工作习惯、饮食习惯发生了一些或好或坏
的变化，好的一点是已经不存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而坏的一点则是一味的暴饮暴食或者不恰当的饮食方法往往会导致
人们出现胃病 , 对其身体健康带来影响，尤其是对于消化系统的影响更加严重。现阶段，为了促进对于消化系统疾病的研究，
突破从最为基础的望、闻、问、切等保守治疗手法，开始借助较为先进的 X 线胸片来进行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断和研究，在一
定程度上是帮助医生和患者进行病情交流的重要参考，而且还能方便医生确诊消化系统疾病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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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化系统的疾病诊断方式

消化系统的疾病诊断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普

通检查，需要借助透视或者腹部平片的方式来进行；第二种

是钡剂造影检查，又可以被细分为钡餐造影和钡灌肠造影；

第三种就是血管造影检查技术 [2]。而 X 线胸片技术作为一种

能够通过胸部 X 片正侧位检查的技术，应用在消化系统疾病

的诊断还比较少，大多数时候都是用作检查双肺肺炎、肿瘤、

骨折、气胸、心脏、肺心病等疾病中 [3]。

3 正常消化系统的 X 线胸片表现

对食管来说，正常消化系统的 X 线胸片表现为能够看见

两个信息的生理狭窄区和三个压迹；对胃部来说，形态正常，

且为窦粘膜皱襞不会超过 5毫米；对十二指肠来说，形态完整；

对空肠来说，粘膜皱襞多而且密集，呈现出羽毛状态的样子 [4]。

4 消化系统疾病在 X 线胸片的表现

4.1 资料与方法

4.1.1 一般资料

本次实验选择从 2018年 5月至 2018年 8月在中国北京

市海淀区某医院进行消化系统疾病治疗的患者共计 68位为研

究对象，其中有男性患者共计 32位，女性患者 36位，年龄

区间在 23~7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41.3±3.7岁，病程 2~39天，

平均病程 (112±2.3) 天。在这 68位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中，

有 16位患者是为胸部常规查体，36例为临床疑有心、肺病变，

另外还有 16例患者在临床提供了消化道症状。上述这些指标

的相关数据在统计学意义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性（P ＜ 0.05），

因此是能够进行相应的实验研究，符合标准。

4.1.2 方法

当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医生一旦发现胸片存在异常问

题以后，就要对患者及其家属开展询问病史，进行钡餐、CT

检查、以及 B 超及纤维镜检等影像学检查，然后将相应的检

查结果与手术病理结果对照分析，及时判断患者的消化系统

疾病类型和患病程度。

4.1.3 排除标准

（1）所选择的患者是具备一定程度的正常表达能力， 

能够积极配合医生进行临床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干预研究的。

（2）对于有智力障碍、肝功能障碍、心肺功能障碍、或

者患有其他心脑疾病、意识不清楚、不愿意配合治疗的患者

来说，不强制其做出任何实验的要求。

（3）在此基础上，要求所有参与治疗的患者签署知情同

意书，以保证实验的顺利性和实际性。

（4）对于一些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情况要特殊对待，尤其

是内分泌系统疾病、消化内科疾病较为严重的患者，尽可能

保证其实验结果不会受到由于外界药物的质量而造成相应的

影响。

（5）为保证患者的隐私，还需要与患者、患者家属签订

隐私保护同意书，以确保双方的利益都不会被侵害。

（6）对于这次实验是自愿参加，并愿意接受调查问卷等

形式的研究了解。

4.1.4 观察指标

主要是观察 X 线胸片上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将其与正常

的 X 线胸片进行比较来发现异常的情况。

4.1.5 统计学意义

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处理收集到的大量数据，计量

资料（x±s）表示，借助 t检验方法；计数资料用 [n(% )] 表示，

借助 χ2 进行检验。

4.2 结果

4.2.1 贲门失弛缓症

在进行 X 线胸片透视之后能够发现有 16位患者可以被

确诊为贲门失弛缓症。在其 X 线胸片的诊断结果中能够发现，

有 12位患者的右上纵膈增宽，4位患者的右纵膈一致性增宽，

而且右心缘被遮盖起来。还有 10位患者的纵膈内有液气平面。

上述这些 X 线胸片的透视结果都能够清楚地表明这 16位患者

患有的是贲门失弛缓症，且通过之前的诊断和现在的图像资

料已经可以被完全确诊，并及时采取治疗措施。这样的 X 线

胸片透视结果将纵膈肿瘤、动脉瘤及心脏扩大等疾病进行了

排除，减少了误诊情况的出现。

4.2.2 食管裂孔疝

在进行 X 线胸片透视之后能够发现有 20位患者可以被

确诊为食管裂孔疝。在进行正位观察的时候，有 14位患者在

心影内出现了不同规模、不同数量的团块状密度影；有 6 位

患者的团块影边界超出了左心缘区域；还有 10位患者在团块

影内出现了气液平面。在进行侧位观察的时候，这 20位患者

所出现病变的位置都是比较固定的，一般是在心影后方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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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而且能够清晰地看出来团块影的下半部分是与膈肌相

连的，因此，就不能够清晰地勾划出团块影的下缘。这样的

X 线胸片透视结果将肺炎、肺气肿、肺囊肿等疾病进行了排除，

减少了误诊情况的出现。

4.2.3 食管癌的肿块伴纵膈淋巴结转移

在进行 X 线胸片透视之后能够发现有 12 位患者可以被

确诊为食管癌的肿块伴纵膈淋巴结转移。在进行正位观察的

时候，这 12位患者的正位均示双上纵膈是明显增宽的，而且

还有 6 位患者出现了合并双中、下肺部的不同程度感染。在

进行侧位观察的时候，这 12位患者的气管后带明显增宽，会

呈现出一些大小不一的软组织肿块影，而且很清晰就能够观

察到。这样的 X 线胸片透视结果将纵膈淋巴结核、血液病、

恶性淋巴瘤等疾病进行了排除，减少了误诊情况的出现。

4.2.4 贲门胃底癌

在进行 X 线胸片透视之后能够发现有 18 位患者可以被

确诊为贲门胃底癌。在进行正位观察的时候，有 14位患者

的胃泡内有不同规模的软组织肿块影，而且胃一膈内距大于

1cm。其余 4位患者在 X 线胸片的诊断中左膈下无胃泡影出现。

这样的 X 线胸片透视结果将胃癌、胃底静脉曲张等疾病进行

了排除，减少了误诊情况的出现。

4.2.5 胃癌肺内淋巴转移

在进行 X 线胸片透视之后能够发现有且仅有 2位患者可

以被确诊为胃癌肺内淋巴转移。这是因为这两位患者的 X 胸

片在反复肺感染后出现 Kerlty B，但是患者的心脏没有出现一

些奇怪的症状，而且大小、形态等也不会有什么变化，这就

排除了患者还患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样的 X 线胸片透视

结果将心源性的间质肺水肿及慢性肺纤维化等疾病进行了排

除，减少了误诊情况的出现。

4.3 讨论

对于患有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来说，一般意义上的望、闻、

问、切、听诊器、胃镜检查等都只是一些相对比较常见的疾

病诊断方式，虽然是从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所总结出来并加以

应用的措施，但是想要获得更为清晰的实验结果还必须要借

助 X 线胸片来进行消化系统疾病的类型确定。X 线胸平片就

是一种借助胸腔内外各种组织和器官的综合投影，为呼吸、

循环系统疾病的影像学检查之首选方法。这是因为在一般的

胸片诊断过程中，其清晰度不够、精确度不明显或者最后形

成的图像不容易观察，就会出现误诊的现象。尤其是对那些

容易与呼吸、循环系统疾病进行混淆的消化系统疾病来说，

只有借助精确度高、穿透性比较强的医疗技术手段，并密切

地与临床资料进行结合，将已经呈现在 X 胸片上的 X 线征象

进行研究，才是对消化系统疾病进行确诊的重要医疗手段。

5 结语

总而言之，由于现阶段中国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导致患上消化系统疾病的几率明显上升，而且还保持着一个

上升的趋势，所造成临床反应同样是不尽相同的。一般来讲

医生为了能够详细地判断出患者的患病情况，必须要通过基

础的诊疗、胃镜或者其他的检查来进行判断。虽然常规的疾

病诊断方式能够帮助医生及时确定消化系统疾病患者的病情，

但是由于操作方式的粗糙性往往会对患者造成严重的生理和

心灵伤害。根据上述实验的明显结果，能够发现 X 线胸片的

应用对于患者生理和心理上产生的影响都是比较少的，而且

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精确性和客观性，也有效地

帮助了医生和护士能够为患者进行更全面、细致的检查。因此，

将 X 线胸片应用在对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断过程中是具有较强

的科学性的，很值得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将 X 线胸片这一技

术加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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