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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儿童甲状腺剂量估算
及其癌症风险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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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估算儿童接受头部、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其甲状腺剂量及其癌症风险。 方法　 通

过医院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ＰＡＣＳ）提取某医院 ２０１２ 年接受头部、胸部 ＣＴ 扫描儿童 ＤＣＩＯＭ 文件，
利用 ＤＣＭＴＫ 软件获取患者 ＣＴ 扫描参数，使用 ＣＴ⁃Ｅｘｐｏ 剂量估算软件估算 ＣＴ 扫描所致患者甲状腺

剂量，利用美国电离辐射生物效应委员会（ＢＥＩＲ）Ⅶ风险模型结合中国 ２００８ 年癌症发病率及寿命表

预测单次头部、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儿童甲状腺癌的风险。 结果　 不同年龄段儿童 ＣＴ 扫描参数大致

相同，单次头部 ＣＴ 扫描所致儿童（男、女）甲状腺剂量范围为 １ ２ ～ ２ ０ ｍＧｙ，其甲状腺癌风险最高

的为新生儿（女）９． ６ ／ １０ 万人口；单次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儿童（男、女）甲状腺剂量范围约为 ８ １ ～
３８ ０ ｍＧｙ，其甲状腺癌风险最高为新生儿（女）２４４ ７ ／ １０ 万人；ＣＴ 所致儿童甲状腺剂量与癌症风险

均随其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结论　 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儿童甲状腺剂量较高，尤其是对于新生儿

患者，应注意儿童接受胸部 ＣＴ 扫描时对甲状腺及其他辐射敏感器官的防护。
【关键词】 　 ＣＴ；　 辐射致癌风险；　 终生癌症风险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ａｎ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ｈｅａｄ ｏｒ ｃｈｅｓｔ ＣＴ ｓｃａｎｓ
ｆｏｒ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ｕ Ｙｉｎｐｉｎｇ∗， Ｘｉａｏ Ｇｕｏｂｉｎｇ， Ｃｈｅｎ Ｊｕｎｂｏ， Ｆｕ Ｙｉｎｇｈｕａ， Ｇａｏ Ｃｈａｏ， Ｓｕｎ Ｑｕａｎｆｕ．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Ｄ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８，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Ｓｕｎ Ｑｕａｎｆｕ， Ｅｍａｉｌ： ｑｆｕｓｕｎ＠ ｎｉｒｐ． ｃ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ｈｅａｄ ＣＴ ｏｒ ｃｈｅｓｔ ＣＴ ｓｃａ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Ｔ ｓｃａｎ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ＣＯＭ ｆｉｌ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ＡＣＳ ｕｓｅｄ ＤＣＭＴＫ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ｅ ｗａ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Ｔ⁃Ｅｘｐｏ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ＣＴ ｓｃａｎ ｗａ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ＥＩＲ Ⅶ ｍｏｄｅｌ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ｔａｂｌｅ ｉｎ ２００８．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ｈｅ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ｄｏｓ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ｄ ＣＴ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１ ２ － ２ ０ ｍＧ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ｏｃｃｕｒｓ ｆｏｒ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ｇｉｒｌｓ， ａｂｏｕｔ ９． ６ ／ １００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ｅｓｔ ＣＴ ｔｈｅ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ｄｏｓｅ ｒ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８ １ ｔｏ ３８ ０ ｍＧ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ｆｏｒ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ｇｉｒｌｓ， ａｂｏｕｔ ２４４ ７ ／ １００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ｇ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ｅｓｔ ＣＴ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ｈｅａｄ Ｃ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ｎｅｗｂｏｒｎ ｂａｂ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ａｄｉｏ⁃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ｏｒｇａ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Ｔ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Ｌｉｆｅｔｉｍｅ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据 联 合 国 原 子 辐 射 效 应 科 学 委 员 会

（ＵＮＳＣＥＡＲ）２００８ 年报告，在一些发达国家医疗照

射已成为公众所受电离辐射的最大来源［１］。 其中

ＣＴ 扫描作为重要的临床诊断技术，其使用率在逐渐

增加，我国“九五期间”全国医疗照射调查中，ＣＴ 检

查年频率由 １９９６ 年每千人口 １２ ６１ 增长至 １９９８ 年

每千人口 １５ ５５，其检查的年增率远高于普通 Ｘ 射

线检查［２］；上海 ２００７ 年 ＣＴ 扫描的年频率为 １２８ １６
每千人口，与 １９９６ 年相比增长了 ２９ 倍［３⁃４］；截至

２００９ 年，我国 ＣＴ 设备数已经增加至 ７ ９００ 台［５］，接
受 ＣＴ 检查的人数将更为可观。 儿童受照射后诱发

实体癌的终生危险是一般人群的 ２ ～ ３ 倍［１］，而 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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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所致受检者剂量远高于普通 Ｘ 射线摄影［１］，因
此，儿童 ＣＴ 扫描的终生癌症风险已成为国际关注

的话题。 之前，国际上对于 ＣＴ 扫描所致癌症风险

的预测模型主要是来自日本原爆幸存者的资

料［６⁃７］。 最近，英国、澳大利亚通过流行病学回顾性

队列研究估算 ＣＴ 扫描的癌症风险，其研究结果均

显示 ＣＴ 扫描增加了其随后癌症发生的风险［８⁃９］。
我国对过去接受 ＣＴ 扫描的患者资料保存的不够完

善，目前，无法从流行病学的角度预测 ＣＴ 扫描可能

诱发的癌症风险。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儿童头、胸
部 ＣＴ 参数的调查估算其甲状腺剂量，利用 ＢＥＩＲⅦ
风险模型［１０］，结合中国人口的肿瘤发病率及人口寿

命表，估算其甲状腺癌的终生归因风险，提高对于

ＣＴ 扫描可能存在的风险意识，同时，也为今后 ＣＴ
扫描中患者的辐射防护提供理论基础。

资料与方法

１． 调查对象：将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某三级综

合性医院作为调查现场，该医院拥有 ６４９ 张床位，调
查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接受

头部或胸部 ＣＴ 检查且年龄≤１５ 岁的儿童。
２． 调 查 内 容： 利 用 放 射 科 信 息 管 理 系 统

（ＲＩＳ）收集患者相关信息，包括患者的就诊编码、
性别、出生日期、检查类型、受检时间、检查部位

等，将信息提取到 ＡＣＣＥＳＳ 数据库。 然后利用数

据库筛选出接受头部或胸部 ＣＴ 检查的儿童，并将

其扫描时的 ＤＩＣＯＭ 文件从 ＰＡＣＳ 系统中提取出

来。 头或胸部 ＣＴ 扫描参数的提取：通过 ＤＣＭＴＫ
软件（ｄｃｍｔｋ ＼ ｂｉｎ ＼ ｄｃｍｄｕｍｐ． ｅｘｅ） ［１１］提取 ＤＩＣＯＭ 文

件中的扫描参数包括管电压、电流、扫描厚度、检
查类型、检查时间、扫描模式及曝光时间，而准直

器宽度、螺旋时间及扫描范围对于每一个固定年

龄段固定 ＣＴ 扫描方案是不变的，该数据由放射科

物理师提供。
３． 剂量估算：ＣＴ⁃ｅｘｐｏ 剂量估算软件（ＣＴ⁃Ｅｘｐｏ，

Ｍｅｄｉｚｉｎｉｓｃｈｅ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 Ｈａｎｎｏｖｅｒ，德国）基于德国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２ 年 ＣＴ 设备调查的数据资料，并利用

蒙特卡罗模拟的技术开发而来，估算接受 ＣＴ 扫描

患者的有效剂量及器官剂量［１２］。 其中需要输入的

参数有：ＣＴ 制造商、设备型号、扫描方式、管电压

（ｋＶ）、管电流（ｍＡ）或 ｍＡｓ、螺旋时间（ ｓ）、螺距、Ｘ
射线管旋转一周检查床所移动的距离、准直器宽

度、扫描厚度、扫描范围。 该软件可估算成人男性、

女性、儿童（７ 岁）及婴儿（２ 个月）的特定器官剂量。
根据我国 ０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身高的统计，可以看

到其身高的变化曲线［１３］：男孩 １３ 岁，女孩 １１ 岁之

后其身高变化很小，可忽略，对 １ ～ ６ 岁及 ８ ～ １５ 岁

两个年龄段采用线性内插法估算其 ＣＴ 扫描所致甲

状腺器官剂量。
４． 甲状腺癌风险模型：利用由 ＢＥＩＲⅦ委员会

开发的最新辐射诱发癌症风险预测模型［１０］，该模型

是建立在日本原爆幸存者和其他医疗照射队列合

并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了低剂量无阈风险模型，假
设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与辐射剂量成线性相关，甲状

腺癌的潜伏期为 ５ 年，模型中剂量 ／剂量率因子

（ｄｏｓｅ ａｎｄ ｄｏｓｅ ｒａｔｅ ｆａｃｔｏｒ，ＤＤＲＥＦ）取值为 １ ５。
ＬＡＲ 定义为 １０ 万人接受 １００ ｍＧｙ 的辐射照射

诱发癌症的风险，其公式表达为

ＬＡＲ（Ｄ，ｅ） ＝ ∑
１００

ａ
Ｍ（Ｄ，ｅ，ａ）Ｓ（ａ） ／ Ｓ（ｅ） （１）

Ｍ（Ｄ，ｅ，ａ） ＝ ＥＲＲ（Ｄ，ｅ，ａ）λＩ
ｃ（ａ） （２）

　 　 男性：
ＥＲＲ ／ Ｇｙ ＝ ０． ５３ｅｘｐ － ０． ０８３（ｅ － ３０）[ ] （３）

　 　 女性：
ＥＲＲ ／ Ｇｙ ＝ １． ０５ｅｘｐ － ０． ０８３（ｅ － ３０）[ ] （４）

公式（１）中，Ｄ 为器官当量剂量，ｍＳｖ；ｅ 为患者受照

时的年龄，ａ 是到达年龄，为 ｅ ＋ Ｌ（在辐射危险的潜

伏期（年）：甲状腺癌 Ｌ ＝ ５）岁；Ｓ（ａ）是存活到年龄 ａ
的生存概率，Ｓ（ａ） ／ Ｓ（ ｅ）是以年龄 ｅ 存活为条件的

存活到年龄 ａ 的生存概率（％ ）。
公式（２）中，Ｍ（Ｄ， ｅ， ａ）是超额绝对危险；超额

相对危险（ＥＲＲ）是不同剂量、受照时年龄 ｅ 和达到

年龄的超额相对危险； λＩ
ｃ（ａ） 是各个癌症部位在到

达年龄时的性别全人口的基线癌症发病率，基线癌

症发病率是 ５ 岁一个年龄组，可采用线性内插法获

取一岁 １ 个年龄组的癌症发病率，也可假设同一年

龄组不同年龄的癌症发病率相同，在本研究中采取

了后者的处理方式，其中我国甲状腺癌的发病率数

据来自于《２０１１ 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 ［１４］。
公式（３）和（４）分别为男性和女性甲状腺癌的

ＥＲＲ 计算公式。
对于生存概率的计算方式，公式如下：

ｉｑＸ ＝
２ × ｉ × ｉｍＸ

２ ＋ ｉ × ｉｍＸ
（５）

式中， ｉｑＸ 为死亡概率， 生存概率 Ｓ（ａ） 或 Ｓ（ｅ） ＝
１ － ｉｑＸ，ｉｍＸ 为 ２００８ 年中国不同性别、年龄别的死亡

率［１５］，ｘ 为实足年龄，ｉ 为年龄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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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１． 接受头、胸部 ＣＴ 扫描儿童基本分布情况：所
调查的医院 ２０１２ 年期间儿童分别接受头部或胸部

ＣＴ 扫描且具有 ＣＴ 扫描图像的共 ７９０ 人次，其中头

部 ＣＴ６７７ 人次；胸部为 １１３ 人次。 接受头、胸部 ＣＴ
扫描儿童的年龄及性别分布见表 １。

表 １　 ７９０ 人次不同年龄儿童头、胸部 ＣＴ 扫描人数

年龄　
头部 ＣＴ 胸部 ＣＴ

男 女 男 女

新生儿 ５ ６ １ １
１ ～ 岁 ８３ ５０ ６ ５
５ ～ 岁 １９３ ８２ １２ ６
１０ ～ １５ 岁 １９３ ６５ ５１ ３１
　 合计 ４７４ ２０３ ７０ ４３

表 ２　 ７９０ 人次不同年龄儿童头部和胸部 ＣＴ 扫描参数均值调查结果

扫描
部位

年龄 例数
管电压
（ｋＶ）

管电流
（ｍＡ）

螺旋时间
（ｓ）

螺旋
因子

扫描
模式

准直器宽度
（ｍｍ）

扫描厚度
（ｍｍ）

扫描野

头部 新生儿 １１ １１８ １６１ １ ５ １
１ ～ 岁 １３３ １２０ １７８ １ ５ １ 轴扫 １６ × １ ５ ６

从枕骨大
孔至颅顶

５ ～ 岁 ２７５ １２０ １６４ １ ５ １
１０ ～ １５ 岁 ２５８ １２０ １６３ １ ５ １

胸部 新生儿 ２ １２０ ３１３ ０ ５ ０ ６８８
１ ～ 岁 １１ １２０ ３００ ０ ５ ０ ６８８

５ ～ 岁 １８ １２０ ３７５ ０ ５ ０ ９３８ 螺扫 １６ × １ ５ ５
从胸廓入口
到肋膈角

１０ ～ １５ 岁 １１３ １２０ ３３０ ０ ５ ０ ９３８

表 ３　 不同年龄儿童头部和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

甲状腺器官剂量（ｍＧｙ）

年龄
头部 胸部

男 女 男 女

新生儿 ２． ０ ２． ０ ３８． ０ ３８． ０

１ 岁 １． ９ ２． ０ ３４． ６ ３４． ８

５ 岁 １． ２ １． ２ ２８． ９ ２９． ０

１０ 岁 １． ３ １． ４ １７． ３ １６． ５

１５ 岁 １． ５ １． ５ ８． １ ９． ７

表 ４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儿童甲状腺癌终生归因

风险（１ ／ １０ 万） ａ

年龄 男 女

新生儿 ９２ ６４４
１ 岁 ８６ ６０１
５ 岁 ６２ ４３３
１０ 岁 ４１ ２８６
１５ 岁 ２７ １８７

　 　 注：ａ假设 １０ 万中国人（男性 ／ 女性）接受 １００ ｍＧｙ 器官剂量所致不同
部位癌症风险

２． 头、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儿童甲状腺剂量：从
ＤＩＣＯＭ 文件及 ＣＴ 操作台的扫描条件可获得不同年

龄组、不同性别的 ＣＴ 扫描参数（表 ２），其中对管电

压、管电流是选取所接受扫描患者的均值作为该年

龄段的扫描参数，其他参数不变。 将表 ２ 中的扫描

参数及相关数据输入 ＣＴ 剂量估算软件中，可得到

不同年龄、性别儿童的典型甲状腺器官剂量（表 ３），
不同年龄段患者 ＣＴ 参数大致相同，单次头部 ＣＴ 扫

描所致儿童甲状腺剂量范围均为 １ ２ ～ ２ ０ ｍＧｙ；单

次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儿童甲状腺剂量范围为 ８ １ ～
３８ ０ ｍＧｙ。

３． 头、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儿童甲状腺癌的风险：
根据 ＢＥＩＲⅦ提出的终生归因风险模型并结合甲状

腺癌发病率及中国人口寿命表，预测 ０ ～ １５ 岁儿童

的甲状腺癌风险（表 ４），表中甲状腺癌的例数代表

假设 １０ 万该年龄儿童接受 １００ ｍＧｙ 甲状腺剂量后，
其中终生可能发生甲状腺癌的例数。 将表 ４ 中的数

值结合表 ３ 中估算的甲状腺剂量，即可得该医院不

同年龄、性别儿童接受头部或胸 ＣＴ 扫描可能诱发

甲状腺癌的风险（表 ５），其中头部 ＣＴ 扫描所致甲状

腺癌风险最高的为新生儿（女）为 ９． ６ ／ １０ 万人口；
胸部 ＣＴ 所致甲状腺癌风险最高为新生儿（女）为

２４４ ７ ／ １０ 万人口；ＣＴ 所致儿童甲状腺癌的风险均

随其年龄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讨　 　 论

对于低剂量辐射致癌的研究一直是国际上比

较关注的问题，本研究首次利用 ＢＥＩＲⅦ 风险模型，
结合中国 ２００８ 年癌症发病率及人口寿命表预测单

次头部、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儿童甲状腺癌终生风险。
从研究结果可看到，ＣＴ 扫描所致甲状腺癌风险最高

的为新生儿（女）为 ２４４ ７ ／ １０ 万人口；并且 ＣＴ 所致

儿童甲状腺剂量与癌症风险均随其年龄的增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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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不同年龄儿童头部、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

终生甲状腺癌风险（１ ／ １０ 万）

年龄
头部 胸部

男 女 男 女

新生儿 １ ８ ９ ６ ３５． ０ ２４４． ７
１ 岁 １ ７ ９． ０ ２９ ７ ２０８． ９
５ 岁 ０ ８ ６． ５ １７ ９ １２５． ６
１０ 岁 ０ ５ ４． ３ ７ １ ４７． １
１５ 岁 ０ ４ ２． ８ ２ ２ １８． ６

逐渐减小。
与其他研究相比，Ｓｃｈｏｎｆｅｌｄ 等［１６］基于一系列混

合计算人体模型并结合蒙特卡洛计算方法估算新

生儿头、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甲状腺剂量分别为 ２ ６、
２６ ７ ｍＧｙ；对 １ 岁儿童分别为 ０ ５、２１ ８ ｍＧｙ；对５ 岁

儿童分别为 ０ ６、１７ ７ ｍＧｙ；对 １０ 岁儿童则分别为

０ ８、２０ ３ ｍＧｙ。 Ｆｅｎｇ 等［１７］ 对 ５ 岁仿真模体接受头

部 ＣＴ 扫描后甲状腺剂量为 ２ ５２ ｍＧｙ；而胸部 ＣＴ 后

甲状腺剂量为 ３ ４ ｍＧｙ。 从扫描条件来看，Ｆｅｎｇ 等

所使用的电压为 １００ ｋＶ，电流采用的是自动曝光控

制，而本研究所采用参数电压较高，而且电流也是

采用平均值，此外，所使用的剂量估算软件 Ｅｘｐｏ⁃Ｃ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 ０，是基于欧洲人模体开发而来，与中国人

的模体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因此，不同研究所使用

的剂量估算方法不同，头部与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甲

状腺剂量数值存在一定差异，但其趋势还是一致

的，头部 ＣＴ 扫描所致甲状腺剂量明显低于胸部 ＣＴ，
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新生儿甲状腺剂量最高为 ３８
ｍＳｖ，主要原因是由于头部 ＣＴ 扫描模式为轴扫，而
胸部 ＣＴ 为螺扫，螺扫会涉及到 ｚ 轴超范围扫描；随
着年龄的增加其剂量呈下降趋势。 此外，由于本研

究部分儿童胸部 ＣＴ 扫描采用自动曝光控制（ＡＥＣ）
模式，选择其平均值作为其典型参数，可能存在一

定的偏差，有研究表明，估算 ＡＥＣ 模式下颈部 ＣＴ 扫

描所致甲状腺剂量时，选择平均值作为扫描参数可

能会造成低估 ４４％ ［１８］。
２００６ 年 ＢＥＩＲ Ⅶ报告指出，低剂量时癌症风险

为线性无阈，很小的剂量都有增加癌症风险的潜在

可能［１０］，在低剂量辐射效应缺乏确凿的证据下，这
一假设为辐射防护提供了一定的指导，对于甲状腺

癌而言，该模型的研究主要来源于 Ｒｏｎ 等［１９］ 对于 ６
个甲状腺癌发病研究资料的合并分析。 目前有多

项研究均采用该模型进行风险预测，Ｆｅｎｇ 等［１７］ 对

于 ５ 岁儿童接受头部 ＣＴ 扫描所致甲状腺癌的 ＬＡＲ
预测结果为：男孩 ３ ／ １０ 万人，女孩 １５ ／ １０ 万人；胸部

ＣＴ 扫描为：男孩 ４ ／ １０ 万人，女孩为 ２１ ／ １０ 万人。 与

本研究结果相比，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甲状腺风险远

高于 Ｆｅｎｇ 等［１７］的预测结果，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研

究过程中对于甲状腺剂量估算的差异造成的，胸部

ＣＴ 扫描所致女性甲状腺癌的风险最高为 ２４４ ７ ／ １０
万人 （新生儿），约为我国甲状腺癌的基线水平

（３７０ ／ １０ 万人）的 ６６％ ［２０］。 同一扫描部位，ＣＴ 扫描

所致女孩甲状腺癌的风险约为男孩的 ６ ～ ８ 倍，差异

一方面是由于 ＢＥＲⅦ模型中，女性甲状腺的 ＥＲＲ ／
Ｓｖ 约为男性的 ２ 倍［１０］，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女性的

基线发病率高于男性而造成的。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头部 ＣＴ 扫描所致儿童甲

状腺剂量低于胸部 ＣＴ 扫描，其甲状腺癌的风险远

低于胸部 ＣＴ 扫描，但既往研究头部 ＣＴ 扫描人次占

儿童总的 ＣＴ 扫描一半以上［２１ － ２２］，并且有流行病学

调查研究显示，儿童时期接受头部 ＣＴ 扫描诱发大

脑肿瘤和白血病的风险增加［８］，因此，头部 ＣＴ 扫描

的正当化应用需引起高度重视，尽可能减少儿童时

期接受 Ｘ 射线照射，同时儿童胸部 ＣＴ 扫描时应注

重辐射敏感器官（如甲状腺）的防护，避免可能的癌

症风险。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ＣＴ 扫描所致甲状腺癌

的风险预测是基于模型，其结果的说服力远不如流

行病学调查结果，若能够对儿童时期接受 ＣＴ 扫描

的资料进行妥善保存，可为今后进行大规模的流行

病学调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参 考 文 献

［ １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ｔｏｍｉｃ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ｏｎｉｚｉｎｇ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 ａｎｎｅｘｅ Ａ． ＵＮＳＣＥＡＲ ２００８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ｗｉｔｈ ａｎｎｅｘｅｓ［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０．

［ ２ ］ 　 郑钧正， 岳保荣， 李述唐， 等． 我国“九五”期间 Ｘ 射线诊断

的医疗照射频率水平［Ｊ］ ．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２００１，
２０ （Ｓ１）：１４⁃１８．

［ ３ ］ 　 路鹤晴， 卓维海， 高林峰， 等． 上海市“十五”和“十一五”期
间 Ｘ 射线 ＣＴ 医疗照射水平调查［ Ｊ］ ． 中国辐射卫生，２０１０，
１９ （２）：１２９⁃１３１．

［ ４ ］ 　 高林峰， 郭常义， 郑钧正， 等． 上海市“十一五”期间医疗照

射水平调查［Ｊ］ ． 环境与职业医学，２００９， ２６ （６）：５２８⁃５３１．
［ ５ ］ 　 张伟军， 曹吉生， 袁龙， 等． 全国放射诊疗设备资源现状和

分析［Ｊ］ ．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２０１２， ３２ （１）：８７⁃８９．
［ ６ ］ 　 Ｂｒｅｎｎｅｒ ＤＪ， Ｅｌｌｉｓｔｏｎ Ｃ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ｕｌｌ⁃ｂｏｄｙ ＣＴ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 Ｊ］ ．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
２３２（３）：７３５⁃７３８．

［ ７ ］ 　 Ｂ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ｄｅ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Ａ， Ｍａｈｅｓｈ Ｍ， Ｋｉｍ ＫＰ，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ａｎ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２００７［ Ｊ］ ． 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２００９， １６９ （２２）：

·７５８·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第 ３５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Ｖｏｌ． ３５，Ｎｏ． １１



２０７１⁃２０７７．
［ ８ ］ 　 Ｐｅａｒｃｅ ＭＳ， Ｓａｌｏｔｔｉ Ｊ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ＭＰ， ｅｔ ａｌ．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ＣＴ ｓｃａ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ｏｆ ｌｅｕｋａ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ｔｕｍｏｕｒｓ：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２，
３８０ （９８４０）：４９９⁃５０５．

［ ９ ］ 　 Ｍａｔｈｅｗｓ ＪＤ， Ｆｏｒｓｙｔｈｅ ＡＶ， Ｂｒａｄｙ Ｚ， ｅｔ 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ｉｎ
６８０ ０００ ｐｅｏｐｌ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ｓｃａ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ｏ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１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ｓ［Ｊ］ ． ＢＭＪ，２０１３， ３４６： ｆ２３６０．

［１０］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 Ｕ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ｓ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ｏｎｉｚｉｎｇ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ｓ ｆｒｏｍ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ｉｏｎｉｚｉｎｇ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ＩＲ ＶＩＩ⁃
ｐｈａｓｅ ２［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１１］ 　 Ｇｅｒｍａｎ ｏｆｆｉｓ． ＤＣＭＴＫ ⁃ ＤＩＣＯＭ Ｔｏｏｌｋｉｔ ［ Ｚ］ ． （２０１１⁃０１⁃０６）
［２０１３⁃１２⁃０１］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ｃｍｔｋ． ｏｒｇ ／ ｄｃｍｔｋ． ｐｈｐ． ｅｎ．

［１２］ 　 Ｓｔａｍｍ Ｇ， Ｎａｇｅｌ ＨＤ． ＣＴ⁃ｅｘｐｏ⁃ａ ｎｏｖｅ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ｄｏｓ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Ｔ［Ｊ］ ． Ｒｏｆｏ，２００２， １７４ （１２）：１５７０⁃１５７６．

［１３］ 　 李辉， 季成叶， 宗心南， 等． 中国 ０ ～ １８ 岁儿童， 青少年身

高， 体重的标准化生长曲线［ Ｊ］ ． 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９， ４７
（７）：４８７⁃４９２．

［１４］ 　 国家癌症中心，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 中国肿瘤登记年报，
２００８［Ｍ］． 北京：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１５］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Ｍ］．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６］ 　 Ｓｃｈｏｎｆｅｌｄ ＳＪ， Ｌｅｅ Ｃ， Ｂ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ｎ ｄｅ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Ｊ］ ． Ｃｌｉｎ Ｏｎｃｏｌ （Ｒ Ｃｏｌｌ
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１， ２３ （４）：２４４⁃２５０．

［１７］ 　 Ｆｅｎｇ ＳＴ， Ｌａｗ ＭＷ， Ｈｕａｎｇ Ｂ， ｅｔ ａｌ．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ｅ 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ｉｓｋ ｆｒｏｍ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６４⁃ｓｌｉｃｅ ＣＴ： ａ ｐｈａｎｔｏｍ
ｓｔｕｄｙ［Ｊ］ ． Ｅｕｒ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２０１０， ７６ （２）：ｅ１９⁃２３．

［１８］ 　 Ｈｕｄａ Ｗ， Ｓｐａｍｐｉｎａｔｏ ＭＶ， Ｔｉｐｎｉｓ ＳＶ，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ｄ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ｔ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ｎｅｃｋ Ｃ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Ｊ］ ． Ｒａｄｉａｔ Ｐｒｏｔ Ｄｏｓｉｍ，２０１３，
１５６ （４）：４３６⁃４４４．

［１９］ 　 Ｒｏｎ Ｅ， Ｌｕｂｉｎ ＪＨ， Ｓｈｏｒｅ ＲＥ， ｅｔ ａｌ．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ｐｏｏ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 ． Ｒａｄｉａｔ Ｒｅｓ，１９９５， １４１ （３）：２５９⁃２７７．

［２０］ 　 李小亮， 牛吴巍， 孙全富． 我国辐射相关癌症终生危险基线

值估计［ Ｊ］ ．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２０１１， ３１ （ ６ ）：
６９５⁃６９７．

［２１］ 　 Ｇｈｏｔｂｉ Ｎ， Ｏｈｔｓｕｒｕ Ａ， Ｏｇａｗａ Ｙ， ｅｔ ａｌ．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Ｔ ｓｃａｎ ｕｓａｇ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Ｊ］ ． Ｒａｄｉａｔ Ｍｅｄ，２００６， ２４
（８）：５６０⁃５６７．

［２２］ 　 Ｖｅｒｄｕｎ ＦＲ，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Ｄ， Ｖａｄｅｒ ＪＰ， ｅｔ ａｌ． ＣＴ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ｄｏ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ｇｅ⁃ｂａｓ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Ｊ］ ． Ｅｕｒ 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８， １８（９）：１９８０⁃１９８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５⁃０２⁃２６）

·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可直接使用缩写形式的常用词汇

本刊对于以下放射医学工作者比较熟悉的一些常用词汇，将允许在论文撰写和发表文章中直接使用其缩写，可以不标注

中文（按汉语拼音排列）。

白介素（ＩＬ）
白细胞（ＷＢＣ）
磁共振成像（ＭＲＩ）
碘化丙啶（ＰＩ）
二甲基亚砜（ＤＭＳＯ）
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
干扰素（ＩＦＮ）
红细胞（ＲＢＣ）
放射增敏比（ＳＥＲ）
计划靶区体积（ＰＴＶ）
计算机断层扫描（ＣＴ）
剂量长度乘积（ＤＬＰ）
剂量体积直方图（ＤＶＨ）
焦碳酸二乙酯（ＤＥＰＣ）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ＰＡＧＥ）
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
临床靶区体积（ＣＴＶ）

　 　 　 　 　 　 　

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
三维适形放疗（３Ｄ⁃ＣＲＴ）
四甲基偶氮唑盐比色法（ＭＴＴ）
苏木精⁃伊红染色（ＨＥ）
胎牛血清（ＦＢＳ）
体质量指数（ＢＭＩ）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
调强适形放疗（ＩＭＲＴ）
危及器官（ＯＡＲ）
血红蛋白（Ｈｂ）
血小板（ＰＬＴ）
一氧化氮（ＮＯ）
肿瘤靶区体积（ＧＴＶ）
转化生长因子（ＴＧＦ）
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
肿瘤靶区体积（ＧＴＶ）
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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