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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P E C T 研究报告表明
,

经左旋 多巴治疗

的 P D 病人
,

原低灌注额叶部位出现明显的

改善
。

但是
,

左旋多巴对严重的 P D 患者疗

效较差
,

S P E C T 检查结果与临床观察完全一

致 (2 , ]
。

另外
, ’ 2 3 1

一

IB z M s p ECT 显像研究发

现
,

用半定量方法 比较 P D 病人的纹状体与

小脑的摄取比值
,

早期未治疗 P D 均高于对

照组
,

而用左旋多巴治疗的 P D 者却显著降

低
,

P D 较重者的比值更低 .t8 2 6)
。

因此
,

早期

P D 患者纹状体的 q 多巴胺受体增 多的论

点
,

得到了 S P E C I
,

受体显像研究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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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 1 99 4

一

0 5
·

0 6 )

从事核医学工作要求具备的专业知识

福 建 医 学 院 核 医 学 教 研 室 (福州
,

3 50 00 4) 王 荣福 编译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天 津
,

300 192) 法 毅 审校

编者按 : 核医学医师必需具有渊博的医学知识和精湛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

尤其是在当今核医

学专业飞速发展的年代
。

为此
,

美国核医学会在 19 94 年第 7 期的 0 N uc l M ed 》上卫新公布了核 医学

医师的职业能力范畴
。

现摘其要点作一介绍
。

关锐词 : 核医学 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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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理学

①物质结构
。

②放射性衰变方式和伴随的辐射物
。

③辐射物伴随的放射性衰变及其生物学

作用
。

④物质与辐射的相互作用及其生物学作

用
。

⑤显像方法的基本原理
,

包括 X 线电子

计算机断层
、

磁共振成像
、

磁共振光谱
、

超声

术和多普勒超声
。

④生理系统的数学模型
。

⑤数据转换与储存
、

图像存档与交流系

统的原理
。

2 仪器

①辐射探测和各种探测器的原理
。

②显像仪器诸如 了闪烁照相机
、

扫描仪
、

单光子发射式计算机断层显像
、

正电子发射

式断层显像
、

单或双光子吸收测量 ;非显像仪

器诸如全身计数器
、
7 井型计数器

、

闪烁探测

器
、

液体闪烁计数器
、

各种辐射监测装置和剂

量校准器
。

③各种辐射探测器的准直
。

尤其了解平

行孔型
、

发散型
、

聚焦型
、

倾斜孔 型
、

针孔型
、

扇型
、

锥体型的性能及其对点源
、

线源以及平

面源的响应
。

④各种脉冲放大器
、

高频脉冲分析仪
、

定

标器和计数率测定仪等电子仪器
。

⑤成像与显示技术
。

包括摄影原理
、

敏

感度
、

分辨率
、

对比度
、

胶片曝光的时限和制

片工序
。

3 数学和统计学

①数学基本概念
。

包括代数
、

几何和微

积分
。

②统计学基本概念
。

包括概率
、

参数和

非参数统计处理
。

③ 医 学 统 计方法的主 要 原理
。

包 括

aB ye s 氏定理
、

诊断性试验与临床治疗效果

比较的准 确度 以及 临床研究设计和分析判

断
。

4 电子计算机学科

①计算机结构
、

功能和语言程序的基本

方面
。

②重点掌握数字显像的数据采集
、

图像

滤过
、

分析
、

处理与影像增强
、

断层重建
、

显示

和结果记录
。

5 辐射生物学和放射防护

①主要在低水平辐照效应上的辐射生物

效应
。

②使用能减少对病人
、

工作人员个人及

周围环境不必要受辐照的途径并采取相应的

防护措施
。

③内照射剂量的计算
。

④掌握对由任何形式受照患者的诊断标

准
、

评价
、

临床处理和治疗方法
。

⑤辐射事故的处理
。

包括监测
、

去污染

和事后监控
。

⑥了解当地政府规定的剂量限值
,

严加

对经放射性诊断和治疗病人的管理 以及放射

性废物处理
。

6 放射性药品
、

生物化学和临床生理学

①反应堆
、

回旋加速器
、

其它各种粒子加

速器生产的放射性 核素的特性以及放射性核

素发生器的使用
。

②放射性药物配制过程中涉及到的化学

特性
、

无菌消毒以及热源试验等质量控制
。

③放射性药物的生物化学
、

生理学
、

药物

动力学及其正常和异常生理状况下聚集靶器

官的机制
。

④遵守上级机构颁布的有关放射性药物

用于核医学临床常规和研究的若干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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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放射性药物诊断应用
②活化分析和放射性 自显影的原理

。

①活体显像或体内功能测定
。

包括中枢

神经系统
、

内分泌系统
、

唾液腺
、

骨髓和造血

系统
、

呼吸系统
、

心血管系统
、

胃肠道系统
、

肝

胆系统及脾脏
、

肌肉骨骼运动系统和泌尿生

殖系统
。

②各种显像装置和探测器对体内器官的

使用
,

取决于时间和不同功能的动态研 究及

功能的定量
。

③放射性核素示踪剂用于细胞动力学
、

吸收
、

分泌和各种稀释分析以及平衡法研究
。

④机体元素成份的检测
,

包括腔室分析
。

⑤核医学检查手段与其它显像方法的相

互关系
。

如各种诊断射线照相术
、

超声
、

X 线

电子计算机断层
、

磁共振成像和磁共振光谱
。

⑥正确判别正常与异常心电图
,

并在运

动和药物负荷试验期间的心肺复苏等病人的

监护
。

⑦核医学常用药物的药理学
。

⑧标记抗体
、

多肤和细胞 以及有关免疫

学的放射性配体制备和使用
。

放射性核素治疗应用

包括非放射性同位素的体外研究

①放射性配体分析方法学
、

质量控制和

生物学基础
。

①病人的选择
,

包括建立放射性核素治

疗所要求的诊断程序
、

放射性核素治疗方法

的适应症与禁忌症 以及与其它治疗方法的疗

效关 系
。

②熟悉辐射吸收剂量的计算
。

包括对靶

区
、

邻近周 围组织
、

其它器官和全身吸收剂量

的计算
。

③放射性核素治疗期间病人的监护
。

包

括了解临床潜伏期和后期的副作用
,

与其它

治疗方法同步时累积毒性的危险作用
,

预期

反应
、

随访和疗效评价的时间及各种参数
。

④辐射潜在副作用 (例如致癌和遗传效

应 )
,

病人对其家属和公众的影响作用以及出

院时确定的最大全身辐射剂量
。

⑤小儿的应用 (例如肿瘤发生率
、

组织敏

感性等 )
。

⑥具体应用 :
放射性碘治疗甲状腺机能

亢进症和 甲状腺癌
,

放射性磷 (可溶性 )治疗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和其它骨髓增生性疾患
,

放射性胶体治疗
,

放射性核素治疗转移性骨

疾病以及放射性标记抗体治疗与生物导 向治

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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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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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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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明核医学辞典 ) 已出版

由卢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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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钧正教授编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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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正
:
1 9 9 5 年第 2 期第 70 页左栏第 17 行

“

肺良性疾患 C y far 2 1
一

l 测定均为阳性
”

中

的
“
阳性

”

应为
“
阴性

” 。

谨此更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