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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国人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呈年轻化趋势，早诊早治是提高乳腺癌

患者生存率及改善预后的关键所在。锥光束乳腺 CT检查技术可以弥补现有乳腺

影像检查的部分局限性，但其在乳腺癌诊断中的定位尚不明确，且无临床规范化

的检诊体系，导致其大规模临床应用及推广受到限制。本项目主要内容及特点如

下：

1. 针对锥光束乳腺 CT在乳腺癌诊断中的定位开展大规模临床研究，为创新型国

产化医疗设备向临床转化奠定了基础：主持完成多中心医疗器械注册临床试验 2

项，为国产化医疗设备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提供切实的临床证据，使该设备通过国

家药监局批准注册；建立锥光束乳腺 CT数据管理平台，为实现乳腺癌患者临床、

影像及病理大数据的整合提供了支撑平台。

2. 确定锥光束乳腺 CT检诊流程中的关键参数，建立相关乳腺癌检诊体系并应用

于临床：明确了增强扫描的最优时相，以实现在控制辐射剂量的同时提高诊断效

能；规范化锥光束乳腺 CT影像专业术语，明确其乳腺癌诊断的重要影像征象，

形成专著图谱 1部、检查技术及诊断应用规范 1项，为该技术临床规范化应用及

大规模推广奠定了基础。

3. 在建立锥光束乳腺 CT检诊体系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影像大数据特征，为进一

步实现乳腺癌精准诊疗奠定基础：通过对其语义学及组学特征的挖掘，建立其与

乳腺癌分子生物学间的联系，为乳腺癌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和预后判断提



供重要参数。

本项目开展以来，相关成果不断应用于临床，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应用推广，

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本项目研究所得出的观点结论和形成的检诊体系已在中

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广西医科大学附属

肿瘤医院等国内多家三级医院开展临床应用 12000余例，成果应用覆盖范围广，

提升了相应医院的检诊水平，提高了国人乳腺癌患者的检诊效率，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

本项目取得软件著作权 1项；主持完成多中心临床试验 2 项；发表论文 15

篇，其中 SCI收录 7篇，累计影响因子 29.95，中华类期刊收录 4篇；出版专著

1部。项目实施期间，项目组成员多次在北美放射学年会及欧洲放射学大会上作

学术报告，并通过中华放射学大会、中国肿瘤学大会等国内大型学术会议对本项

目成果进行推广；举办相关专题讲座及技术培训，共培训乳腺影像专业技术人才

40余人；举办专题座谈会，与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及泰国诗丽吉王后乳腺中心进

行学术交流，将本项目研究成果向世界推广。本项目共培养研究生 8名。

发现点/发明点/创新点：

1. 首次明确锥光束乳腺 CT检查技术在国人女性乳腺癌诊断中的价值及定位，系

统性地比较了其与传统乳腺影像检查技术的优势与局限性，为其安全性及有效性

提供了重要的临床证据，为创新型国产化医疗设备的临床转化奠定了基础。

2. 建立并完善锥光束乳腺 CT检诊技术规范化体系，明确了其检查过程中的重要

技术参数，规范了其影像专业术语，确定了乳腺癌诊断的重要影像学参数，形成

相关检查技术及诊断应用规范，极大地促进了该新型诊疗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临

床实践及推广应用。

3. 在建立锥光束乳腺 CT检诊体系的基础上，深入挖掘乳腺影像大数据特征，建

立影像特征与分子生物学之间的联系，为患者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及预后判断

提供了重要参数，为实现基于锥光束乳腺 CT的乳腺癌精准诊疗奠定了基础。

4. 基于大规模临床数据，建立国人锥光束乳腺 CT数据管理平台，为实现乳腺癌

患者临床、影像及病理大数据的整合提供了支撑平台，为疑难病例多中心远程会

诊提供了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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