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单位!

4$4#4&

!

山东济宁!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影像科
作者简介!杨自力"

%&7!'

#!男!山东济宁人!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影像诊断工作$

通讯作者!王唯伟!

()*+,-

%

%#4$#$#&"#

!ZZ

012*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4##%7#!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

4#%7)6:)#%#

#&山东省中医药科技项目"

)̂

4#44%/4

#&济宁市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4#4%efO:#/!

#

"乳腺影像学"

多模态
@AB

定量参数与乳腺癌
>(A)4

表达状态的相关性分析

杨自力!邵凯!朱来敏!于昊!王唯伟

#摘要$

!

目的!探讨多模态
@AB

"

B_B@i8gBi85()@AB

#定量参数对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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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采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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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指标预测乳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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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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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参数%

层厚
%0"**

!层间距
#**

!视野
/!#**b/!#**

$

/a

图像处理及分析

将采集的数据传输至
?(9W"0.

后处理工作

站$由
4

位乳腺影像诊断医师"

!

年以上影像诊断工

作经验#在不知病理结果的情况下!进行图像分析和数

据测量$对
B_B@)8WB

数据的后处理分别使用
CMJ1)

R,2JR22-H

中的
@985

*

8gB

和
?QJB̂

程序获取表观

扩散系数"

985

#*单纯扩散系数"

985

H-2\

#*灌注相关

扩散系数"

985

T+HR

#*灌注分数"

T

#*平均扩散率"

*Q+J

U,TTMH,R

]

!

@8

#*扩 散 峰 度 "

@g

#*容 量 转 移 常 数

"

g

RD+JH

#*血管外细胞外间隙容积比"

_

Q

#和速率常数

"

g

Q

S

#的伪彩图$在
B_B@)8WB

灰度图"

[c%###H

'

**

4

#

和
8gB

灰度图"

[c%###H

'

**

4

#上选取病灶实性成分

最大的层面!避开出血*坏死*囊变等区域!在肿瘤实性

区域分别勾画
/

个
AFB

&对
85()@AB

图像的分析和

测量!我们使用了
=2TRH

模型及固定的基线
=%

值和基

于人群的动脉输入函数!并在
"!

期
85()@AB

图像中

选取肿瘤强化最为明显的一期图像!于肿瘤内实性成

分最大的层面进行
AFB

的勾画和定量参数的测量$

选取蒙片及第
%

*

!

*

%#

*

%!

*

4#

*

4!

*

/#

*

/!

*

"#

和
"!

期动

态增强图像生成时间
)

信号强度曲线"

=B5

#$每例患

者在勾画
AFB

时尽量保证在三组图像"

B_B@)8WB

*

8gB

及
85()@AB

#上选择病灶的相同层面及位置&将

B_B@)8WB

*

8gB

及
85()@AB

三个序列上勾画的

AFB

复制到相应的定量参数伪彩图上!获得
AFB

的

985

*

985

H-2\

*

985

T+HR

*

T

*

@8

*

@g

*

g

RD+JH

*

g

Q

S

和
_

Q

值$每个病灶的每项参数重复测量
/

次!取
/

次的平

均值&然后!对两位医师对各项参数的测量结果进行组

间一致性分析!如一致性较好!则以年资较高医师的测

量结果为准!进行后续的统计分析$

"a

病理及免疫组化分析

根据美国肿瘤研究联合会"

9P55

#癌症分期标准

确定乳腺癌的组织学类型及
=O@

分期(

7

)

$免疫组化

"

,**MJ2L,HR21LQ*,HRD

]

!

B>5

#检测中!采用链霉菌抗

生物素蛋白
)

过氧化物酶连结法检测
>(A)4

的表达水

平!并采用荧光原位杂交方法"

T-M2DQH1QJ1Q,JH,RML

]

)

[D,U,V+R,2J

!

CB:>

#检测其基因扩增情况$本研究中

>(A)4

表达阳性的标准为免疫组化结果中
B>5/i

或
B>54i

且
CB:>

结果为阳性&

>(A)4

表达阴性的

标准为
B>5#

*

%i

或
4i

且
CB:>

结果为阴性(

&

)

$

g,)

.$

表达情况的评估标准%分为高表达和低表达两组!

在高倍镜下计算任意
%#

个视野内
g,).$

表达阳性的

细胞数所占比例!取
%#

次结果的平均值!

g,).$

阳性

细胞数占比
$

%"̀

为高表达!

#

%"̀

为 低表达$

!a

统计学方法

使用
:<::4#0#

和
@QU5+-1%&0!0%

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对
>(A)4

不同表达状态组之间临床

病理资料及
85()@AB

的
=B5

曲线类型的比较采用

(

4 检验$采用组内相关系数"

,JRQD1-+HH12DDQ-+R,2J

12QTT,1,QJR

!

B55

#对两位观察者测量的各项定量参数值

的组间一致性进行分析"

#0%%

"

#0"#

为一致性较低!

#0"%

"

#0.#

为一致性一般!

#0.%

"

#07#

为一致性良

好!

B55

"

#07#

属于一致性较强#$计量资料的正态分

布分析采用
g2-*2T2D2G):*,DJ2G$

检验!并运用
;Q)

GQJQ

检验分析其方差齐性!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以均

数
d

标准差的形式来描述$对各项定量参数在不同

>(A)4

表达状态组之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

采用
<Q+DH2J

秩相关分析对
>(A)4

不同表达状态与

各项
@AB

定量参数的相关性进行检验!

#07

&%

%

%&

%0#

为高度相关!

#0!

&%

%

%#

#07

为中度相关!

#04

&

%

%

%#

#0!

为低度相关!

%

%

%#

#04

为极弱相关$将各

@AB

序列定量参数中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者

分别构建
B_B@)8WB

*

8gB

和
85()@AB

预测模型及
/

序列联合预测模型!并采用二元
-2

N

,HR,1

回归分析获

取单个定量参数及
/

个预测模型的概率值!然后绘制

AF5

曲线分析
@AB

定量参数对
>(A)4

表达状态的

诊断价值!获取鉴别诊断的最大约登指数及截断值!并

计算曲线下面积"

9E5

#及敏感度*特异度和符合率&

对
9E5

的差异性分析采用
8Q-2J

N

检验$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

果

%a

临床病理资料的比较

>(A)4

阳性组和
>(A)4

阴性组之间各项临床和

病理资料的比较结果见表
%

$

>(A)4

阳性组的脉管神

经侵犯和淋巴结转移较阴性组更多见!且出现率在两

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0#!

#&

>(A)4

阳性

组中
g,).$

高表达"

g,).$

"

%"̀

#的比例高于阴性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0#!

#$两组间患者的年

龄*肿瘤的病理分级及分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0#!

#$

LEEG

放射学实践
4#4/

年
7

月第
/7

卷第
7

期
!

A+U,2-<D+1R,1Q

!

9M

N

4#4/

!

_2-/7

!

O207



表
4

!

不同
>(A)4

表达状态之间多模态
@AB

定量参数的比较

指标
>(A)4

阳性组
>(A)4

阴性组
差异性检验

!

值
"

值

相关性分析

%

值
"

值

=B5

曲线类型(例
#0/7"

'

#0!/! '#0#./ #0!"#

!

速升
)

平台型
44 %$

!

速升
)

速降型
4& 4&

985

(

b%#

'/

**

4

(

H

%0#%d#0// %0#4d#0/" '#0%.% #07$4 '#0#%$ #07$4

985

H-2\

(

b%#

'/

**

4

(

H #0.4d#04$ #07#d#0/7 '407#! #0##. '#04$$ #0##.

985

T+HR

(

b%#

'/

**

4

(

H /&0.4d/40./ 440$.d%&0/! /0#!/ #0##/ #04&& #0##/

T /$044̀ d%!0!%̀ "/0"&̀ d4$04!̀ '%0"#7 #0%.4 '#0%"/ #0%.4

@8

(

b%#

'/

**

4

(

H 40"4d%0#/ 40/&d#0$$ #0%". #077" #0#%! #077"

@g #0.7d#04" #0$7d#044 '40#7" #0#"# '#04#& #0#"#

g

RD+JH

(

*,J

'%

#0/#d#0%& #04%d#0%/ 407/" #0##. #04$& #0##.

g

Q

S

(

*,J

'%

#0!#d#04! #0"#d#0%& 404"4 #0#4$ #044" #0#4$

_

Q

#0./d#04# #0"7d#0%$ "0#"/ #0##% #0/7/ #0##%

!!!!!!

注'

'为卡方值$

表
/

!

B_B@

!

85()@AB

及
8gB

参数和各预测模型对
>(A)4

表达状态的诊断效能

参数(模型
9E5

均值
&!̀ 5B

截断值
最大约
登指数

敏感度 特异度 符合率

985

H-2\

#0."# #0!/$

"

#0$/! #0.7b%#

'/

**

4

(

H #04$/ .70.̀ !70$̀ !.0$̀

985

T+HR

#0... #0!./

"

#0$!&

%.0"b%#

'/

**

4

(

H

#04&% $40.̀ !.0!̀ .%0&̀

g

RD+JH

#0..7 #0!.!

"

#0$.# #04!&

(

*,J #0/%4 !40&̀ $70/̀ .40&̀

g

Q

S

#0.%# #0!#.

"

#0$#$ #0"!/

(

*,J #04!/ "$0%̀ $70/̀ !.0$̀

_

Q

#0$4" #0.4"

"

#07%# #0""$ #0/&$ !"0&̀ 7"07̀ .70#̀

B_B@)8WB

模型
#0$47 #0.4&

"

#07%" #0/!. #0//. ./0#̀ $#0.̀ ./0&̀

85()@AB

模型
#0$&% #0.&$

"

#07.$ #0"./ #0"./ $"0!̀ $%0$̀ $404̀

8gB

模型
#0.4! #0!4%

"

#0$44 #0.#$ #04%. 7#0"̀ "%04̀ !"0.̀

联合模型'

#07!4 #0$.!

"

#0&%. #0!/& #0!/& 7"0/̀ .&0.̀ $!0/̀

!!!!!!

注'

'联合模型纳入的参数包括
985

H-2\

%

985

T+HR

%

@g

%

g

RD+JH

%

g

Q

S

%

_

Q

$

表
%

!

>(A)4

不同表达状态组临床病理资料的比较

指标 >(A)4

阳性组
>(A)4

阴性组
(

4

(

!

值 "

值

年龄(岁
!%0/%d%#04"!#0!"d&0"" '#0%%"#0&#&

脉管神经侵犯(例
"04./ #0#/&

!

无
/" /&

!

有
%$ $

淋巴结转移(例
"0!/$ #0#//

!

有
/% %7

!

无
4# 47

病理分级(例
%0./& #04#%

!

低级别
/% 44

!

高级别
4# 4"

=O@

分期(例
#0#!& #07#7

!1"2

期
%% &

!3"&

期
"# /$

g,).$

(例
/0&7% #0#".

!"

%"̀ "" /4

!&

%"̀ $ %"

4aB_B@

*

8gB

及
85()@AB

参数的组间比较

985

*

985

H-2\

*

985

T+HR

*

T

值及
@8

*

@g

值和

g

RD+JH

*

g

Q

S

及
_

Q

值的
B55

值均大于
#07#

"范围为

#07#!

"

#0&."

#!一致性较强$

>(A)4

阳性组的

985

H-2\

和
@g

值小于阴性组!而
985

T+HR

*

g

RD+JH

*

g

Q

S

和

_

Q

值高于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0#!

#$

=B5

曲线形态*

985

*

T

和
@8

值在两组间的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

"

"

#0#!

#$

/a

相关性分析

各项
@AB

定量参数与
>(A)4

表达情况的相关性

详见表
4

和图
%

"

4

$

985

H-2\

和
@g

值与
>(A)4

阳

性表达均呈低度负相关"

%c'#04$$

!

"c#0##.

&

%c

'#04#&

!

"c#0#"#

#&

985

T+HR

*

g

RD+JH

*

g

Q

S

和
_

Q

值与

>(A)4

阳性表达均呈低度正相关"

%c#04&&

!

"c

#0##/

&

%c#04$&

!

"c#0##.

&

%c#044"

!

"c#0#4$

&

%c

#0/7/

!

"c#0##%

#$

"a

各项
@AB

定量参数的诊断效能分析

各项
@AB

定量参数的诊断效能分析结果详见表

/

和图
/

$当
985

H-2\

&

#0.7b%#

'/

**

4

'

H

*

985

T+HR

$

%.0"b%#

'/

**

4

'

H

*

@g

&

#0.%

*

g

RD+JH

$

#04!&

'

*,J

*

g

Q

S

$

#0"!/

'

*,J

或
_

Q

$

#0""$

时!倾向于
>(A)4

阳

性表达$其中!以
85()@AB

定量参数
_

Q

的
9E5

"

#0$4"

#为最大!相应的特异度和符合率也最高!分别

为
7"07̀

和
.70#̀

$

!a

模型的构建和效能分析

将
B_B@

*

8gB

及
85()@AB

三个序列中对
>(A)

4

表达状态有鉴别诊断价值的参数分别纳入逻辑回归

分析以构建诊断模型!对其诊断效能的分析结果详见

表
/

和图
"

$其中
B_B@)8WB

模型中的纳入的参数为

985

H-2\

和
985

T+HR

!模型的
9E5

为
#0$47

&

8gB

模型中

仅纳入
@g

!其
9E5

为
#0.4!

&

85()@AB

模型中的纳

入的参数为
g

RD+JH

*

g

Q

S

和
_

Q

!其
9E5

为
#0$&%

!相应的

CEEG

放射学实践
4#4/

年
7

月第
/7

卷第
7

期
!

A+U,2-<D+1R,1Q

!

9M

N

4#4/

!

_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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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女性患者!

."

岁!左乳浸润性导管癌
BBB

级!

;M*,J+-6

型"

>(A)4

表达阴性#$

+

#

B_B@)8WB

灰度图

"

[c%###H

(

**

4

#!示左侧乳腺内病灶呈混杂高信号&

[

#

985

H-2\

伪彩图!示病灶的
985

H-2\

值较高呈蓝绿色!

AFB%

的
985

H-2\

c#0.&b%#

'/

**

4

(

H

&

1

#

985

T+HR

伪彩图!示病灶的
985

T+HR

值较高呈蓝绿色!

AFB)%

的

985

T+HR

c%"0!b%#

'/

**

4

(

H

&

U

#

T

值伪彩图!示病灶的
T

值较高呈黄绿色!

AFB)%

的
Tc4404̀

&

Q

#

@8

伪彩图!

示病灶的
@8

值较高呈蓝绿色!

@8c%0!7b%#

'/

**

4

(

H

&

T

#

@g

伪彩图!示病灶的
@g

值较高呈绿色!

@gc

#0&&

&

N

#

85()@AB

原始图像!示病灶呈明显均匀强化&

L

#

g

RD+JH

伪彩图!示病灶的
g

RD+JH

值较高呈红色!

g

RD+JH

c

#0%&/

(

*,J

&

,

#

g

Q

S

值伪彩图!示病灶的
g

Q

S

值较高呈蓝绿色!

g

Q

S

c#0.//

(

*,J

&

I

#

_

Q

值伪彩图!示病灶的
_

Q

值

较低呈蓝绿色!

_

Q

c#0/$/

$

特异度和符合率分别为
$%0$̀

和
$404̀

!均高于

B_B@)8WB

模型及
8gB

模型$

将
B_B@)8WB

*

8gB

和
85()@AB

模型中的定量

参数进行联合!构建的联合模型的
9E5

为
#07!4

!诊

断效能高于各单序列模型"

$c%0&#7

"

/0!&!

!

"

均
#

#0#!

#!诊断敏感度为
7"0/̀

*特异度为
.&0.̀

*符合

率为
$!0/̀

!详见表
/

和图
"

$

讨
!

论

本研究分析了
B_B@)8WB

*

8gB

及
85()@AB

三

个序列的定量参数对乳腺癌
>(A)4

表达状态的诊断

价值!结果显示
B_B@)8WB

序列的
985

H-2\

*

985

T+HR

!

8gB

序列的
@g

及
85()@AB

序列的
g

RD+JH

*

g

Q

S

和
_

Q

!

均与
>(A)4

表达状态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当

985

H-2\

&

#0.7b%#

'/

**

4

'

H

*

985

T+HR

$

%.0"b

%#

'/

**

4

'

H

*

@g

&

#0.%

*

g

RD+JH

$

#04!&

'

*,J

*

g

Q

S

$

#0"!/

'

*,J

或
_

Q

$

#0""$

时!乳腺癌
>(A)4

倾向于阳

性表达!其中
85()@AB

的
_

Q

对预测
>(A)4

阳性表

达的
9E5

最大!特异度和符合率也最高&

85()@AB

模型的诊断效能高于
B_B@

及
8gB

模型$此外!本研

究联合
B_B@)8WB

*

8gB

及
85()@AB

三个序列的定

量参数构建联合模型对乳腺癌的
>(A)4

表达状态进

行判断!结果显示联合模型的
9E5

高于各单序列模

型!表明联合模型的诊断效能得到进一步提升$

>(A)4

可诱导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生长!促进

肿瘤边缘新生大量微血管!还可以促进细胞分裂!抑制

细胞凋亡!提高癌细胞的增值率!增强其侵袭能力$本

研究结果显示!

>(A)4

阳性组中脉管及神经侵犯及

g,).$

高表达者较多见!说明
>(A)4

阳性表达的乳腺

癌具有易浸润和转移的特性!基于上述病理特征!有学

者认为
>(A)4

基因是评估乳腺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影

响因素(

%#

)

$临床上内分泌治疗对
>(A)4

阳性表达的

乳腺癌患者的效果欠佳!但靶向药物曲妥珠单抗对其

疗效较好(

%%

)

$

单指数
8WB

模型可从分子水平对乳腺癌进行定

量分析!临床应用广泛!但其对
>(A)4

基因表达的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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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女性患者!

/$

岁!左乳浸润性导管癌
3

级!

>(A)4

强阳性型$

+

#

B_B@)8WB

灰度图"

[c%###H

(

**

4

#!

示乳腺内病灶呈混杂高信号&

[

#

985

H-2\

伪彩图!示病灶的
985

H-2\

值较高呈蓝绿色!

AFB)%

的
985

H-2\

c

#0/$b%#

'/

**

4

(

H

&

1

#

985

T+HR

伪彩图!示病灶的
985

T+HR

值较高呈蓝绿色!

AFB)%

的
985

T+HR

c"$04b%#

'/

**

4

(

H

&

U

#

T

值伪彩图!示病灶的
T

值较高呈红蓝色!

AFB%

的
Tc"707̀

&

Q

#

@8

伪彩图!示病灶的
@8

值较高呈绿

色!

AFB)%

的
@8c40"#b%#

'/

**

4

(

H

&

T

#

@g

伪彩图!示病灶的
@g

值较高呈蓝绿色!

AFB)%

的
@gc#0!"

&

N

#

85()@AB

强化原始图!显示乳腺内病灶呈明显强化&

L

#

g

RD+JH

伪彩图!示病灶的
g

RD+JH

值较低呈蓝绿色!

AFB)

%

的
g

RD+JH

c#0/44

(

*,J

&

,

#

g

Q

S

值伪彩图!示病灶的
g

Q

S

值较低呈蓝紫色!

AFB)%

的
g

Q

S

c#0"#$

(

*,J

&

I

#

_

Q

值伪

彩图!示病灶的
_

Q

值较高呈黄蓝色!

AFB)%

的
_

Q

c#0$&#

$

图
/

!

B_B@)8WB

%

85()@AB

和
8gB

定量参数预测
>(A)4

阳性表达的

AF5

曲线!其中
_

Q

的
9E5

最大$

!

图
"

!

各单序列模型及联合模型

预测
>(A)4

阳性表达的的
AF5

曲线!显示
85()@AB

模型的
9E5

高

于
B_B@

模型及
8gB

模型!而联合模型的
9E5

高于各单序列模型$

断价值尚存在争议$本研究结果显示
985

值并不能

用于
>(A)4

表达状态的预测!与
>2DG+R

等(

%4

)学者的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究其原因!

>(A)4

阳性表达的肿

瘤细胞具有明显的异性性!使肿瘤组织局部水分子扩

散明显受限!而肿瘤内丰富的血供却促进水分子的高

斯运动!上述两种病理改变强度不同!导致了
985

值

的变化不同$

B_B@)8WB

采用的是双指数数学模型!可区分肿

瘤内水分子的真实扩散情况与微循环灌注!从成像原

理上而言!可弥补单指数
8WB

的不足$本研究中

>(A)4

阳性组的
985

H-2\

值小于阴性组!病理基础为

>(A)4

阳性表达的肿瘤细胞排列较为紧密!细胞异形

性显著!细胞外自由水"真实#扩散受限较
>(A)4

阴性

表达的肿瘤组织明显!与余哲歆等(

!

)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本研究中还发现
>(A)4

阳性组的
985

T+HR

值较阴

性组高!原因是
>(A)4

基因表达可使

肿瘤内毛细血管容积及微循环灌注量

增加$

在本研究中
>(A)4

阳性组的
@g

值低于阴性组!与刘庆旭等(

%/

)学者的

研究结果相仿$但也有部分研究中发

现
@g

值在
>(A)4

阳性组与阴性组之

间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

)

$导

致研究结果出现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

>(A)4

阳性表达的肿瘤组织具有微结

构复杂且微循环灌注丰富的病理特征!

而上述两种病理特征对于水分子非高

斯运动的影响不同!如
>(A)4

阳性细

胞的密实性及高异形性会增加水分子

运动受限的程度!而瘤内丰富的微循环

灌注则会促进瘤内水分子的运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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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扩散受限的程度(

%.

)

&两者的作用效果相反!两种因

素在肿瘤内的不同比重即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出现一定

的差异$

=B5

曲线是
85()@AB

提供的半定量指标!现已

广泛应用于乳腺良恶性肿瘤的鉴别诊断!此项指标在

诊断
>(A)4

基因表达状态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本研究中
>(A)4

阳性组与阴性组之间
=B5

曲线类型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与程雪等(

%$

)学者的

研究结果相一致$定量
85()@AB

不仅可提供
=B5

类

型这项半定量参数!而且可提供反映局部血流量和血

管通透性的定量参数!其中恶性程度高的肿瘤新生血

管丰富*血流灌注量大*毛细血管通透性高!表现为

g

RD+JH

和
g

Q

S

值较高!而
_

Q

值作为
g

RD+JH

与
g

Q

S

的比值!数

值可降低!亦可增高$本研究结果显示!

>(A)4

阳性

组的
g

RD+JH

*

g

Q

S

和
_

Q

值均高于阴性组!其中
_

Q

值的诊

断效能较高$相关的病理基础是
>(A)4

基因诱导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生成!从而促进肿瘤新生血管的生成!

增强了瘤内微循环灌注和血管通透性$王倩等(

%7

)学

者的研究中仅发现
_

Q

对
>(A)4

表达状态有鉴别价

值!而李丽环(

%&

)等学者认为各项
85()@AB

定量参数

对
>(A)4

基因表达状态无显著鉴别诊断价值$本研

究与上述文献报道结果不一致!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中

纳入的
>(A)4

阴性组患者多数无基因扩增!而阳性组

患者多数有基因扩增!增强了
>(A)4

的蛋白质表达与

基因扩增的一致性!研究结果更为可靠$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

样本量偏小&

$

多
[

值
B_B@)8WB

和
8gB

检查中所选
[

值的个数及大小

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可能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之间存

在差异&

%

本研究中
AFB

勾画是选取肿瘤面积最大的

/

个层面!并没有覆盖整个肿瘤体积!故各定量参数测

量位置与病理组织取材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有

可能导致错配问题$

综上所述!联合
B_B@)8WB

*

8gB

和
85()@AB

定

量参数构建的联合模型可定量评估乳腺癌
>(A)4

的

表达状态!在临床实践中作为常规
@AB

序列的补充!

有助于
>(A)4

阳性患者术前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订

及预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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