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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我国肺癌是发病率及病死率均列居首位的恶性肿瘤,其5年生存率仅19.7%,早诊早治是延长肺

癌患者生存期、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肺癌学组和中国肺癌防治联盟于2024年8月发

布了2024年版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该共识在2015年版及2018年版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的文献证据,对相关

的内容进行更新。本文结合2024年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发布的第2版肺癌筛查指南对该共识进行解读分析,

以方便临床医师借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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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2022年肺癌发病

率及病死率均位列癌症首位[1]。我国是肺癌高负荷

的国家,2022年我国肺癌发病例数(106.06万)及死

亡例数(73.3万)均列居男女恶性肿瘤首位[2]。不

同分期的肺癌5年生存率差距较大,Ⅰ期肺癌5年

生存率可达77%~92%,而ⅢA~ⅣB期肺癌5年

生存率仅0%~36%[3],因此对肺内结节及时发现

并准确定性、给予及时干预是提高肺癌生存率、改善

预后的重要措施。全球范围内,美国国立综合癌症

网络 (NationalComprehensiveCancerNetwork,

NCCN)发布的肺癌筛查指南、Fleischner协会发布

的《Fleischner协会肺结节处理策略指南》[4]最常被

借鉴引用。然而因肺癌流行病学特点的不同,上述

指南在我国并不完全适用。为此中华医学会呼吸病

学分会肺癌学组及中国肺癌防治联盟先后发表了适

合中国人群使用的2015年版[5]、2018年版肺结节

诊治中国专家共识(以下简称2018版专家共识)[6]。

2024年8月我国专家推陈出新发表了2024年版肺

结节诊治中国专家共识(以下简称2024版专家共

识)[7]。该共识对肺癌高危人群筛查年龄进行更新,
并 提 出 难 定 性 结 节 的 概 念,增 加 了 人 工 智 能

(artificialintelligence,AI)识别肺结节相关的研究

进展及临床建议。该专家共识还将肺结节的评估分

为常规和个体化评估,对不同类型和大小结节的管

理进行细化。现将更新内容一一进行解读。

1 肺结节定义和分类

1.1 定义 与2018版专家共识比较,2024版专家

共识对肺结节的定义仍为影像学上的实性或亚实性

阴影,其长径≤3cm,局灶性分布,形状呈类圆形,
密度较肺实质增高。常分为孤立性结节和多发性结

节。肺结节一般无明显临床症状,且不伴有肺不张、
肺门淋巴结肿大和胸腔积液。如果结节数量超过

10个或表现为弥漫性的肺结节,通常考虑为转移性

恶性肿瘤或良性病变。

1.2 分类 无论按数量分类还是按病灶大小或密

度分类,2024版专家共识较既往版本共识无明显变

化,但提出了难定性肺结节的概念:指无法通过非手

术活检明确诊断,且高度怀疑早期肺癌的肺结节[8]。
因该类结节反复随访可能会延误治疗或者因鉴别诊

断水平有限而过度治疗。因此2024版专家共识推

荐采用多学科团队(multi-disciplinaryteam,MDT)
工作模式和医患共同决策,这种工作模式及决策可

能会减少误诊及过度治疗。2024版NCCN肺癌筛

查指南(以下简称2024版NCCN指南)中也提到这

种工作模式,建议对于肺癌高风险的人群,医生与患

者共同决策,讨论获益和风险,以帮助患者找到最佳

方案[9]。

2 肺结节的发现途径

2.1 肺癌高危人群的定义及危险因素 2024版专

家共识根据我国肺癌流行病学特点及循证医学证据

建议将年龄≥40岁且符合吸烟史(吸烟指数≥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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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支或20年包)、环境因素、职业暴露史(石棉、铍、
铀、氡等)、合并一项及以上慢性肺部疾病[包括慢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
disease,COPD)、弥漫性肺纤维化或曾患结核]、恶
性肿瘤史或肺癌家族史(尤其一级亲属家族史)上述

危险因素之一者定义为肺癌高危人群。
在年龄界定上,2024版专家共识参考的主要是

源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肺结节手术的相关数

据。中山医院2014—2019年期间共行1.64万例肺

结节手术,其中病理及分期提示早期肺癌的占比

60.8%,手术平均年龄为50岁[10]。鉴于早期肺癌

患者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

发表的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4版)建
议肺癌筛查人群年龄为≥45岁[11]。2021年由中国

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制定专家组发表的中国肺

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以下简称2021版早诊早治

指南)中提到,肺癌发病率随年龄逐渐增长,50岁之

后发病率显著增加,因此该指南也建议肺癌筛查的

起始年龄为50岁[12]。而2024版专家共识建议将

肺癌筛查年龄界定为40岁,这将最大限度的实现

“早发现”,从而提高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并能最

大限度减轻国家肺癌医保负担。与我国不同,美国

预防服务工作组(UnitedStatesPreventiveServices
TaskForce,USPSTF)基于国家肺部筛查试验和

NELSON试验等多个大型临床试验的数据,将肺癌

高危人群年龄界定为:50~80岁,2024版NCCN指

南将肺癌高危人群定义为:年龄≥50岁[9]。
除年龄外,吸烟史是肺癌重要危险因素之一,我

国吸烟与被动吸烟人群比例较高,肺癌的发病率及

病死率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同的指南推荐肺癌

筛查人群的吸烟量也存在差异,2021版早诊早治指

南将吸烟指数≥30年包但戒烟不足15年界定为肺

癌危险因素之一[12],而2024版专家共识与2024版

NCCN指南均将吸烟指数≥400年支(或20年包)
界定为危险因素之一。被动吸烟方面,由于其定量

存在困难,且影响因素众多,在2024版专家共识中

未曾将其列入危险因素之一,而2021版早诊早治指

南将被动吸烟(与吸烟者共同生活或同室工作≥20
年)定为肺癌的危险因素之一。另外需引起重视的

是2024年美国癌症协会出版的肺癌筛查指南补充

信息中提到:既使戒烟超15年以上,肺癌的发生风

险仍 较 高[13]。因 此2021年 USPSTF 推 荐 年 龄

50~80岁、≥20年包吸烟史且目前仍在吸烟或戒烟

时间不满15年的人群应每年进行低剂量CT(low-
dosecomputedtomography,LDCT)筛查[14-15]。在

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2024版)[11]中,对相

关内容也进行了补充:戒烟可降低肺癌发病风险,但
与不吸烟人群相比,既使戒烟超过15年,肺癌风险

仍较不吸烟人群升高。国内外肺癌筛查指南与共识

危险因素比较见表1。
表1 国内外肺癌筛查指南与共识危险因素比较

指南/共识 筛查年龄(岁) 吸烟最小年包
除年龄及吸烟史外的

危险因素
筛查手段和阴性结果者

复查间隔时间

2021年美国预防临床服务指南
工作组

50~80 20 ①环境暴露;②既往放射治疗
史;③其他(非癌症)肺部疾病
和家族史;④较低的教育水平

LDCT年度复查

2021年中国肺癌筛查与早诊早
治指南

50~74 30 ①二手烟≥20年;②COPD史;
③石棉、氡、铍、铬、镉、镍、硅、
煤烟和煤烟尘暴露;④一级亲
属肺癌家族史;⑤遗传因素

LDCT年度复查

2024年第2版 NCCN肺癌筛查
指南

≥50 20 ①氡暴露;②职业暴露(砷、石
棉、铍、镉、铬、煤烟、柴油烟雾、
镍、二氧化硅、煤烟和铀);③癌
症史;④一级亲属肺癌家属史;
⑤COPD或肺纤维化病史;⑥二
手烟暴露

LDCT年度复查

中华医学会肺癌临床诊疗指南 ≥45 20 ①二手烟或环境油烟吸入史;
②职业致癌物质暴露史;③个
人肿瘤史;④一二级亲属肺癌
家族 史;⑤ 慢 性 肺 部 疾 病 史
(COPD、肺结核、肺纤维化)

LDCT年度复查,正常者可1~
2年复查

2024年版肺结节诊治中国专家
共识

≥40 20 ①环境或高危职业暴露史(如
石棉、铍、铀、氡等接触者);②
合并COPD、弥漫性肺纤维化或
曾患肺结核者;③曾患恶性肿
瘤或有肺癌家族史者,尤其一
级亲属家族史

LDCT年度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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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2024版专家共识指出还应关注因症状发

现的结节,以及机会发现的结节,如因感染、心脏疾

病等做胸部CT时发现,这类结节需要参考既往及

治疗前后胸部CT影像,动态随访结节变化。

2.2 肺结节筛查方法 与2018版专家共识相比,

2024版专家共识将肺结节筛查分为常规筛查评估

及个体化筛查评估,以更能精准的发现高危结节,有
助于帮助每个肺结节患者制定更精准的随访及诊治

方案。其中,常规检查及评估主要包括影像学检查、
影像学评估,并增加了AI影像辅助诊断评估部分,
肿瘤标记物推荐方面,增加了中国肺癌诊断生物标

志物谱(lungcancerbiomarkerpanel,LCBP)预测

模型方面的研究证据。

2.2.1 肺结节常规检查及评估

2.2.1.1 影像学检查 与胸部X线比较,胸部CT
扫描可提供更多信息[16-18],2024版专家共识及

2024版NCCN指南均推荐使用LDCT对肺癌高危

人群进行筛查。

2.2.1.2 影像学评估 通过外观评估、内涵评估及

动态随访变化对肺结节进行判断,2024版专家共识

较2018版专家共识变化不大。

2.2.1.3 AI影像辅助诊断评估 2024版专家共识

增加了AI系统评估肺结节的内容。一些 AI影像

辅助诊断系统已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中国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并应用于临床[19]。
与常规的影像检查对比,AI辅助系统可对肺结节的

长径、体积及密度进行精确的测量,与人工阅片对

比,可更加细致地评估肺结节边缘特点和浸润程度

以及结节生长状态及血管穿行情况[20-21]。另外,

AI辅助系统还可对肺结节进行三维立体重建以进

行更加细致地动态对比,并可通过深度学习和挖掘,
发现更多良、恶性结节的差别而辅助诊断[22-25]。

我国一些专家还提出了自然人专家和计算机之

间的 MDT,又称人机 MDT。人机 MDT模式很大

程度上避免了单纯的AI识别出现的假阳性和假阴

性问题,也发挥了 AI系统精准、快速的优势,最大

限度地避免了误诊误治,使患者最大程度获益。人

机 MDT可以在对话中讨论如何应用现有手段将目

前的人机分离式诊断模式,提升为人机交流互动式

诊断模式,提高了临床医生诊断肺结节的效率和难

定性结节的诊治水平,最终做出基于循证医学、同时

兼顾个体化的最佳解决方案[26]。

2022年吴阶平医学基金会模拟医学部胸外科

专委会发表了《人工智能在肺结节诊治中的应用专

家共识》[27],该共识中提到,传统的LDCT在肺结节

诊断中,假阳性率较高,局限性较强,而 AI可快速

有效地识别不典型的肺内小结节病灶和非结节病

灶,可使肺结节检出的假阳性率下降。另外,AI还

有助于快速判断肺结节的良恶性,其准确性可以达

到68.0%~99.6%[28],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人工阅

片,减少了放射科医师的工作量,但AI技术诊断肺

结节的准确性,有赖于良好的AI技术算法,目前现

有的AI技术尚不能完全取代人工,还需要进一步

优化,目前这方面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AI在磨玻

璃结节(ground-glassopacitynodule,GGN)病理鉴

别诊断、多次随访数据的综合判断以及手术规划中

均起到辅助作用。AI对于亚实性结节的良恶性判

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仍然需要人工阅片以降低AI
识别的假阴性率,以减少肺结节的误诊及漏诊。此

外,AI对亚实性结节体积测量及倍增时间测量可靠

性也偏差[27]。

2.2.1.4 肿瘤标记物 目前肺癌的临床诊断仍无公

认的特异度强的生物学标志物,2024版专家共识不

推荐把单一肿瘤标志物作为亚厘米的小结节和微结

节筛查和评估的指标。近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白春学教授团队开发了LCBP预测模型,该模型纳

入了多种肿瘤标记物的联合指标,结合了患者的性

别、年龄、吸烟史等一般信息,并纳入肺结节的长径、
边缘毛刺征等代表结节特征的各项因素[29],使得该

预测模型更加适合中国人群,其敏感度及特异度均

优于美国胸科医师协会(AmericanCollegeofChest
Physiclans,ACCP)肺癌诊疗指南第3版(以下简称

ACCP指南)使用的梅奥模型。但是否能指导肺结

节随访策略还需更多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7]。

2.2.2 肺结节的个体化评估 2023版NCCN肺癌

筛查指南首次建议使用“风险计算器”评估肺癌风

险,2024版NCCN指南延续了这一观点。ACCP指

南采用的预测模型是目前世界应用最广泛的预测模

型。因此2024版专家共识借鉴了ACCP指南中的

预测模型,但在我国临床应用中发现,模型预测结果

和人工识别结果还有一定差距,该模型判断恶性肿

瘤的准确性并不高,比如 ACCP指南中提到的“位
于上叶的结节恶性概率大”在我国并不适用。因此,

2024版专家共识建议依据目标人群的特点、易用性

以及验证的程度来选择和构建模型。本研究基于真

实世界肺结节数据,纳入了数万例胸部CT检查检

出肺结节人群,构建了创新阶梯式C-Lung-RADS系

统,智能评估肺结节的恶性风险等级,该系统将肺结

节分为低危、中危、高危、极高危4个等级,对肺结节

的评估共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初筛发现肺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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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并对肺结节进行初步的风险分级;第二阶段精

准区分高危结节;第三阶段纳入随访结果,筛选出极

高危肺结节。该系统对不同风险等级的结节制定了

个体化的随访策略,这有利于避免低风险结节的过

度诊疗及高危、极高危结节的漏诊误诊问题,为大规

模肺癌筛查中肺结节的风险分类提供科学依据[30]。

C-Lung-RADSAI软件已在四川广安、甘孜等地区

成功应用。
除了预测模型的应用,共识还建议使用功能成

像、循环异常细胞检测、非手术活检及手术活检方式

对肺 结 节 进 行 评 估。循 环 异 常 细 胞(circulating
geneticallyabnormalcell,CAC)在2024版专家共

识中首次提到,指外周血中带有肿瘤特异性染色体

位点的细胞。最新的研究发现,CAC和 AI两种工

具在肺癌早诊模型中具有良好的互补作用,基于“临
床特征、影像学特征、AI分析及CAC”构建的多模

态肺癌早诊模型显示敏感度及特异度均达80%以

上,验证集曲线下面积明显优于ACCP指南使用的梅

奥模型[31]。推荐使用来源于中国患者数据的模型。

3 肺结节的个体化评估及随访策略

2024版专家共识肺结节的随访策略基本延续

2018版专家共识随访策略的原则,按结节影像学特

点将肺结节分为孤立性实性结节、孤立性亚实性结

节、多发性肺结节[32],参考 ACCP指南恶性肿瘤的

概率评估方法一一对上述分类的结节进行细化

管理。

3.1 孤立实性结节随访细则 2018版专家共识及

2024版专家共识均按结节大小分为8~30mm
和≤8mm结节。对于直径≤8mm的孤立性实性

结节,2版指南均建议根据结节的大小制定LDCT
的随访方案:结节直径≤4mm建议每年进行复查;
结节长径在4~6mm需在6~12个月后进行复查,
随访后如果发现结没有变化,需在18~24个月再次

复查,如果结节仍变化不大,此后可进行年度随访;
初筛结节直径6~8mm应在3~6个月后进行复

查,此后在9~12个月复查,其后每6个月随访,如
果2年以后仍无明显变化,建议可进行常规的年度

随访。对于>8mm实性结节患者,2版共识均建议

通过验证模型定量的方法或者临床定性的方法判断

结节恶性的概率,恶性肿瘤的预测概率为低、中度

(5%~65%)者:可考虑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X线

计算机体层成像(positronemissiontomography/

computedtomography,PET-CT)进行评估,恶性肿

瘤的预测概率为高度(>65%)者建议可直接进行

PET-CT进行评估,并可同时进行手术前的预分期,
对于要求个体化诊疗的患者,2024版共识增加了

CAC辅助评估的推荐[7]。

2024版NCCN指南将孤立实性结节按大小分

为<6mm、≥6mm且<8mm、≥8mm分类进行

管理,初筛发现的<6mm孤立实性结节,可进行年

度随访,≥6mm且<8mm的建议6个月随访,无
变化 可 进 行 年 度 随 访,若 出 现 结 节 增 大 (>
1.5mm),<8mm的每3个月随访,≥8mm的建

议胸部增强CT扫描或直接完善PET-CT检查,经
上述检查评估后,若高度怀疑恶性,建议完善气管镜

检查或直接手术切除。且与2024版专家共识比较,

2024版NCCN指南对随访过程中新发结节也进行

了随访细则的描述,新发结节<4mm的可进行年

度随访,4~6mm建议6个月后随访,6~8mm建

议每3个月随访,并根据随访结果制定不同的诊治

策略[9]。

3.2 孤立亚实性结节评估及处理原则 亚实性结

节分 类 为 纯 磨 玻 璃 结 节 (primarygroundglass
node,pGGN)和混合磨玻璃结节(mixedground-
glassnodule,mGGN),亚实性结节的随访建议使用

薄层平扫CT进行随访。2版共识均推荐以5mm
大小为 界 进 行 分 类 管 理,对 于5 mm 及 以 下 的

pGGN建议首次6个月进行随访,随后进行年度随

访,>5mm(5~10mm)的pGGN建议首次3个月

随访,随后的随访时间2018版专家共识建议年度随

访,2024版专家共识建议6个月进行随访。随访中

若发现pGGN结节增大直径>10mm或结节内部

实性成分增加,常提示为恶性结节,建议活检进一步

明确结节性质或直接进行手术切除。对于 mGGN
的随访管理,2版共识均建议除评估结节病灶大小

外,更需关注结节内部实性成分的比例变化。对于

直径≤8mm的单发的 mGGN,建议每3个月进行

复查,若复查2次结节无明显变化,可6个月后再进

行复查,若仍无明显变化,可继续年度随访,如果随

访过程中结节直径增大或实性成分较前增大,通常

考虑为恶性,可直接进行手术切除。对于>8mm
的mGGN建议可适当给予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并
于3个月后随访,若结节持续存在,可考虑非手术活

检或手术切除。

2版共识均不推荐应用PET-CT评估实性成

分≤8mm的mGGN,非手术性活检有助于明确肺

结节性质并安排后续治疗的定位。对于非手术活检

未能明确诊断者,仍不除外恶性可能,仍需继续随访

观察,对于较大的单个 mGGN,直径>15mm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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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行PET-CT评估结节性质,也可直接进行非外

科手术性活检或直接外科手术切除病灶。对于8~
30mm 的 实 性 结 节、5~10mm 的 pGGN 及≤
8mm的 mGGN的,2024版共识均增加了应用 AI
和人机 MDT进行评估的建议,且对于要求个体化

诊疗者,均可以CAC辅助诊断[7]。

2024版 NCCN 指南对于部分实性结节的随

访,更加注重观察这类结节实性成分的变化情况,并
根据实性成分大小的变化,制定了更加细致的随访

策略。2024版NCCN指南建议对<6mm的部分

实性结节进行年度随访,若结节出现实性成分增加

(>1.5mm)或出现新发结节,对于实性成分直径<
4mm的建议3个月后随访,对于实性成分直径≥
4mm的建议增强CT扫描或进行FDG-PET/CT
检查,高度怀疑恶性的建议进行气管镜检查或手术

切除,低度怀疑恶性的建议3个月后复查。对于初

筛部分实性结节≥6mm而实性成分>6mm的建

议6个月后随访,随访过程中若发现实性成分变化,
后续处理策略与6mm以下结节随访中出现变化的

后续处理策略一致。初筛实性成分≥6mm 而<
8mm的部分实性结节建议3个月后进行随访或直

接进行FDG-PET/CT检查,若考虑恶性可能小,建
议3个月后再次进行随访,若恶性可能性大,建议进

行气管镜、手术切除予以明确诊断。初筛实性成

分≥8mm的部分实性结节,建议直接进行增强CT
扫描和(或)FDG-PET/CT进一步评估,若考虑恶性

程度可能性小,建议3个月后继续随访,若考虑恶性

可能性大,建议直接进行气管镜或手术切除。对于

非实 性 结 节,2024 版 NCCN 指 南 建 议 以 直 径

20mm大小为界,对<20mm及≥20mm的结节

分类进行管理,重点关注结节大小变化,随访中新发

现的非实性结节按照初筛发现结节管理策略进行管

理[9]。

3.3 多发性结节评估及处理原则 多发性结节的

评估策略中,2版共识均认为>10个的弥漫性肺结

节,考虑胸外恶性肿瘤转移或活动性感染等可能性

较大。筛查中发现有1个占主导地位的结节和(或)
多个小结节者,建议单独评估每个结节。对于筛查

发现多发性pGGN,至少1个病变直径>5mm
且<10mm,无特别突出的病灶时,建议3个月后复

查,若无变化3年内应每年进行随访,若出现结节增

大、增多,应缩短随访周期或选择性局部切除变化明

显的 结 节 予 以 明 确 诊 断,可 选 择 超 声 支 气 管 镜

(endobronchialultrasound,EBUS)、虚拟导航支气

管镜(virtualbronchoscopicnavigation,VBN)、电磁

导 航 支 气 管 镜 (electromagnetic navigation
bronchoscopy,ENB)等活检技术进行病理学评估。
若结节变少、变淡,考虑为良性结节,可延长随访周

期或停止随访。对于诊断困难的多发结节,建议进

行多学科讨论[7]。2024版专家共识中也增加了应

用AI和人机 MDT评估的建议,对要求个体化诊疗

者,建议可使用CAC或者PET-CT评估。2024版

NCCN指南将多发结节分为非实性结节及实性成

分占主导地位的结节,这2种情况均建议测量结节

大小,并对最大的结节进行管理[9]。

4 肺结节治疗

2024版专家共识增加了肺结节治疗的建议:良
性结节建议寻找病因,对因治疗,恶性结节首选外科

根治性切除,对心肺功能不能耐受手术者,可以进行

立体定向放射治疗或者消融治疗[33-35]。2024版

NCCN指南中,对于明确非恶性疾病的结节,建议

年度随访直至考虑不用再继续治疗,对于明确诊断

为恶性疾病的结节,建议参考非小细胞肺癌NCCN
指南进行治疗[9]。

5 小  结

肺癌是中国乃至全球发病率及病死率均列居首

位的恶性肿瘤,在我国,肺癌患者5年生存率较低,
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癌症负担。早诊早治是提高5年

生存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措施。2024版专

家共识,界定我国肺癌高危人群筛查年龄为40岁,
吸烟史≥20年包,最大限度的实现了肺癌的“早发

现”。随着近年AI技术在肺结节领域的发展,2024
版专家共识也增加了AI技术在肺结节诊治中的应

用推荐,并提出人机 MDT工作模式,减少了误诊及

漏诊。这些新技术及新的研究成果的发现,均有助

于恶性肺结节的早期识别,实现肺癌的早期诊断,降
低我国肺癌负担,改善我国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和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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