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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世界华人核医学讨论会概况

解放军总医院 张恩君综述 田嘉禾审校

1 9 9 3年 8月 8日至 1 1 日
,

首届世界华人核

医学讨论会在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隆重举

行
。

风光秀丽的太湖以其夏 日的温情迎来了

世界各地的客人
,

与会代表 1 50 多名中
,

国外

代表占 40 多名
。

大会共交流论文 48 篇
,

涉及核

医学及相关的不同领域
。

一
、

特邀报告
.

世界著名的核医学专家
、

美国的 H en yr
,

w a g en
r
教授介绍了分子显像的未来核医学

工作前景展望
。

他说
,

现代生物学和医学 已跨

越了细胞水平进入到分子水平的研究
,

包括

分子间
、

分子内部信息的传递
,

这是生命存在

的基础
。

错误的信息或表达会导致疾病
,

诸如

甲状腺机能亢进
、

慢性进行性肌无力和帕金

森氏病
。

w a g n e r

教授介绍了用
’ “ F 标记多 巴

胺
,

参与正常代谢
、

运转
,

利用 P E T 观察其代

谢情况
,

从而鉴别是突触前神经元还是突触

后神经元病变
,

指导合理用药治疗
。

他还形象

地比喻说
,

P E T 是核医学的心脏
,

而 S P E C T

则是骨骼肌肉系统
。

P E T 是前沿
,

是高精尖

的体现
,

开 创未来
,

而 S P E C T 正紧紧跟 上
.

便于普及
,

二者协作
,

可解决大量临床具体问

题
。

当今 P E T 主要用来解决心脏疾病
、

肿瘤

和与年龄相关的疾病
。

“

魔弹
”

— 用放射性核素标记的特殊抗

体— 用于定位和治疗肿瘤
。

在这方面做 出

了杰出贡献的现任美国核医学会主席的 R e -

b a
教授在报告 中说到

,

最新采用川 I
n

标记完

整 鼠克隆抗体
、

Ig G
,

B 72
.

3和 T A G
一

72 主要

用于乳腺 癌显 像
。

M
o A b

.

T A G
一

72 是一 种 泛

肿瘤抗体
.

但主要用于直肠癌和卵巢疤
。

有作

者将 C T 与放免显像结果比较
,

发现肝沪卜和

盆腔肿瘤的放免 显像灵敏度高
,

且当表达

T A G
一

72 肿瘤抗原的肿瘤细胞浓度超过 5%

时
,

灵敏度明显增加
,

同时也与血清中循环的

抗原多少有关
.

放免显像的结果直接影响病

人的治疗方案
,

但在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很

慢
,

R e b a
教授说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

:

一是

肿瘤聚集浓度低
;
二是人抗鼠抗体产生费时

,

限制了重复给药次数
; 三是受剂量限制的骨

髓毒性
。

荷 兰 的 黄凤优 教 授介 绍 了他们开 展
, ` ’ I n

一

O e t r e o s e a n 观察 1 0 0 0多例肿瘤病人的

结果
。

神经 内分泌肿瘤和非神经内分泌肿瘤

均含有大量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 因子受体
,

通过放射免疫标记其类似物 O ct r eo t ide 行体

内原发和转移病灶的扫描显像
,

结果显示阳

性率为 61 % ~ 1 00 %
,

一般在 80 %左右
。

另一位来自荷兰 的 lC as se n s
教授报道

了川 I n 一 I g G
、 “ C

一

Ig G 和川 I n
, ’ `

C 双 标记 的

烤G
,

且前二者分别标以 D T P A 观察其分布
、

排泄
,

结果表明脓肿灶摄取
` 4
C 与血浆浓度呈

线性关系
,

而川 ln 则聚集 于脓肿 灶
,

不随血

浆浓度 改变
.

连接 D T P A 和 双标记于川 nI
,

“ C 没能改变 I g G 的组织分布
,

且脓肿摄取
“ C

,

川 I n 的方式 不 同
,

据 此
,

作者推测
’ `
C

-

I g G 性质类似 Ig G
,

从而提示川 nI 被脓肿灶

摄取缘于川 nI 从 I g G 上释放
,

同时 坛G 可能

仅仅是较理想的载体
。

二
、

肿瘤学方面

综观大会论文
,

肿瘤方面报道比重较大
,

包括肿瘤显像与治疗两个方面
。

来 自美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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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华州的郑迅夫先生报告了有关肿瘤标记方

面新的进展与应用
;
波士顿医学院的李荣汉

报道 了采 用
` 7
G a和

210
7’ l扫 描评价与艾滋病

有关的肺卡波 氏肉瘤和其他并发症
;南加利

福尼亚大学的 陈昌平比较了
’ 10 I T和

` ,
G a

对
淋 巴瘤病人的评价发现

,

在诊断何杰金氏病

和高
、

中度非何杰金氏病时
,

以
` ,
G a
为优

,

而

对低度非何杰金氏病
,

则二者相仿
。

北京肿瘤 医院的 李家 诱报道 了
’ , m

T c -

M BI I行肺癌病人三相肺显像
.

通过灌注
、

血

池和 延迟 ( h1
,

3 h) 三个 时相 采集分析
,

发现

该法特异性达 75 %
,

高于 X 射线 ( 33
.

3% )和

C T (5 o % )
,

且 灵 敏 度 和 准 确 性 分 别 达

8 6
.

8%
,

8 4%
.

上海肿瘤医院的蒋长英介绍 了
2 01
IT 行

肿瘤显像的初步报道
。

作者认为
,

当靶 /非靶

比值 > 1
.

5时
,

考虑为阳性
。

此方法较
` ,
G a 为

优
,

因为检查时间短
,

评价放疗反应有价值
,

且不与炎性病灶相混淆
。

上海长海医院徐登仁采用克隆标记放免

显像用于肺癌研究
,

效果满意
。

在肿瘤治疗 方面
,

报告较多的工作是采

用
’ “ ,

s m
一
ED T M P 治疗恶性肿瘤骨转移

。

福建

医学院的林军报道 了治疗 “ 例病人的结果
,

发现该药止痛效果肯定
,

总有效率达 93 %
.

治

疗前后 观察的病例中有 22 个病灶消失
,

这些

病灶主要存在于脊柱
、

肋骨和肩脾骨
。

白求恩医科大学王全师经纤维镜应用激

光和注入
` , 6

A u
治疗中心型肺癌

。

首先用激光

解除因癌肿阻塞支气管带来的通气障碍
,

然

后利用 ” 吕A u
的物理学特性对癌肿起放疗作

用
。

制成的药盒 ( I S O K E T )和
” m

T e 一M I B I 心肌灌

注 显 像来评 价冠 脉架 桥术 前后 和 应 用

is O K E T 与否的心肌存活状态
。

考虑到静息

状 态 无 法 鉴 别梗 死 与缺 血
,

故 采 用 注 射

I S O K E T 的方式行
, , .

T e 一 M IB I 心肌 灌注 显

像
,

结果发现 54 %的心肌异常灌注节段有改

善
,

揭示 注入此药可 明显提高存活 心肌摄

取 ” ,
T e 一M IB I

。

深圳的何作祥采用硝酸盐和
’ OI

IT 重复

注 射法提高探测心肌缺血尚存活 心肌 的可

能
,

比单纯使用
2 01
IT 重复注射法可靠

。

美 国新泽 西州 的 W ie s
先生报 告 采用

“

核背心
” ,

通过连续监测评价左心室 E F 值
、

容积
、

灌注率和 E C G
,

了解心肌病生理改变
,

特别是心肌缺血的病情进展
,

同时可预见高

血压和缺血性心肌病
。

美国麻省总医院的许万安博士报告了他

们用新西兰大 白鼠制造动脉粥样硬化模型
。

采用克隆标记定位病灶
,

为非创伤性检查提

供 了新的信息
。

上海中山医院沃金善利用断层和平面相

位分析来确定预激综 合征附加传导通路
,

诊

断准确率达 88 %
,

为电生理研究和手术或导

管治疗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

四
、

其它方面

三
、

核心脏学方面

心血管方面一直是核医学工作 的重点
,

核心脏学 已成为一门独立的边缘学科
。

本次

大会上
,

阜外医院刘秀杰教授专题报道了采

用一种抗心绞痛药物— 二硝酸山梨醉溶液

美国肯塔基施维 贞教授经过临床观察
,

发现 用于
r C B F 检查的

’ ” T 。一 H M P A O 在吸

烟者肺中摄取
.

而正常生理情况只见于肝脏
、

肾脏和脑
。

作者经实验和临床证实
,

吸烟 鼠肺

/肝 比值较对照组 明显高 (P < 。
.

0 0 8 ) ; 在 n

例吸烟者和 12 例不吸烟者的临床研究
,

该比

值同样显著 ( P < 0
.

0 0 1 )
。

荷 兰 黄凤 优 介 绍 了 他 们 采 用
’ , m

T c -

M A G
3

琉 甲丙脯酸肾图检测 肾动脉狭窄的临

床报道
.

发现肾动脉狭窄病人服用琉 甲丙脯

酸导 致
’ “ T 。 一

M A G
。

肾图有典型的分泌延迟

(一 般延迟 ) 2分钟 ) 或 /和 肾实质滞 留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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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该方法特异性强
,

但如提高灵敏度
,

有时

尚需与不用琉 甲丙脯酸的肾图相 比较
。

中 山医 科大 学 胡平 采用 靶 心图 显示

r C B F
,

将重建前后图像经滤波
、

校正后利用

图像相减技术处理加以分析
,

在常规 SP E C T

诊断的 15 例可疑病例 中
,

有 8例在靶心图上明

确显示异常
。

中国医科大学刘中林对肝硬化患者门脉

分流从三个不同参数值进行定量化研究
:

肝
、

心曲线斜率 比值 < 。
.

5 ; 肝
、

心放射性出现时

间差 > 0 ;
分流指数 > 35 写

.

诊断的灵敏度分

别为 45
.

6%
,

94
.

7肠和 10 0%
.

同济 医院吴华报道了 S P E C T 术前定位

癫痛病灶并与 C T
、

E E G 和病理对 比研究
,

提

出 S P E C T 较为灵敏
,

有助于术前 E E G 监测

和制定合理手术方案
。

五
、

新设备及物理学方面

宾夕法尼亚 州的张坚博 士把 M R I
、

C T

的解剖信息与 S P E C T 的功能信息借助软件

融合
,

利用 S P E C T 的 R O I 观察 与 M R I
、

C T

的信息是否相符
。

在仪器及数据处理技术方面
,

受邀来自

北 加利福 尼亚 州 的徐 明华 博 士做 了关 于

S P E C T 仪器和图像重建方法的最新进展的

报道
,

同时还介绍了心脏 S P E C T 时
,

因病人

解剖结构带来的衰减补偿后行量化重建的方

法
。

作为核 医学界最先进的设备之一
,

P E T

技术近年来 已渐趋完善
、

成熟
,

已进入临床实

用阶段
。

目前全球已有 1 5 0个 P E T 中心
,

大部

分染中在美国
、

加拿大
、

日本和 西欧各国
,

我

国曾自行研制过 P E T
。

美国芝加哥大学陈金

渡博士和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赵永界教授介

绍了中国发展 P E T 的情况
.

1 9 8 6年
,

北京高

能所建造 了我国第一 台 P E T 实验机
,

1 9 9 1

年
,

建成第二 台样机
,

现在又在计划研制第三

台
,

但所造 P E T 机较国外差距尚很大
。

台湾 已有两台 P E T
。

台北荣 民总医院叶

鑫华教授介绍了台北 P E T 计划及分子 生物

学
。

他说
:
P E T 基于 ” C

、 `“ F 应用
,

可以确定并

量化分子水平的异常变化
,

包括基因导致的

分子间信息改变
,

使分子生物学研究进入到

一个新的纪元
。

疾病定性
、

治疗计划和疗效监

测均可在分子水平上进行
。

荣总 P E T 中心于 1 9 9 2年 1 1月 2 3日落成
夕

如今除了临床常规工作外
,

还进行大量研究

工作
。

主要在于肿瘤方面
,

特别是鼻咽癌的研

究
,

初步结果十分可观
,

叶教授说
,

台湾 P E T

的使用将会赶上世界潮流
。

美国宾夕法尼亚的邵凌雄作了关于三倍

能窗技术在 P E T 中的潜在应用和 P E T 中投

照数据的 W IE N E R 滤波的实际应用
,

还 有

纽约的张建洲作的有关 P E T 统计 图像系统

的雄告
,

可见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

相

比之下
,

国内大陆尚无一篇关于 P E T 应用的

报告
,

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

除以上介绍的大会交流论文外
,

本次会

议还以壁报交流形式接受了 11 篇论文
。

总之
,

这次会议聚集 了核医学界的炎黄

子孙
,

是世界核医学界的一件大事
,

并将在中

国核医学史上翻开新的一页
。

中枢神经受体的 S P E C T 显像

上海医科大学华山医院核医学科 陈文新综述 林祥通审校

摘 要
:

用于受体显像的新型示踪剂不断研制成功
,

它们与 P E T
,

S P E C T 相结合
,

为人体正 常

及病理状态下受体的定性
、

定量研究提供了先进的手段
。

放射性配体对特异性受体的亲和力
、

脑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