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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中华医学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

同时，今年是核医学走入我国 59 周年，走入我国

临床 57 周年。经过几代核医学人的不懈努力，我

国核医学有了长足发展。在临床，核医学科的人员

由简单的医师或技师组成发展为医师、技师、护

士、药学或化学、物理和工程等多专业人员组成；

由简单的临床接诊发展为具有独立设置的门诊和病

房或放射卫生隔离室；由单纯的核医学显像发展为

SPECT/CT、PET/CT、PET/MR 等多模态显像，核

素治疗已成为甲亢、分化型甲状腺癌、恶性肿瘤骨

转移等多种疾病、多学科综合治疗的重要方法之

一。核医学科正在由医辅科室转变为临床科室，由

特殊诊疗转变为常规诊疗。

在疾病诊断和治疗中，核医学的分子诊断和

靶向治疗特征尤为突出。在非显像诊断技术方面，

以碘鄄131 甲状腺代谢试验（也称甲状腺摄碘鄄131
试验） 为例，通过测定碘鄄131 在甲状腺内摄取和

动态变化，可反映甲状腺滤泡上皮细胞膜钠鄄钾协

同转运体 （糖蛋白） 的表达和功能、细胞内过氧

化酶的功能等在细胞和分子层面的生理和病理生

理状态。实现恶性肿瘤有效治疗的关键是实现治

疗的个体化，通过核医学 18F鄄FDG PET/CT 显像评

价肿瘤细胞葡萄糖代谢变化已成为实现数百种肿

瘤化疗药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技术手段。目前，18F鄄
FDG PET/CT 已成为临床应用最广泛和成熟的分子

影像技术，其突出的特点有：18F鄄FDG 为肿瘤广谱

显像剂，可一次检查行全身范围显像，在肿瘤显

像中病变摄取的多样性，诠释了肿瘤的个体化差

异和异质性，在肿瘤筛查中发现的阳性率较高，

多为早期，全身 PET/CT 显像的辐射吸收剂量仅为

常规局部增强 CT 的 3/5。核医学在临床开展的骨

代谢显像、心肌血流灌注显像等均为分子显像技

术。本期“分子影像与核素靶向治疗”专辑刊发

了多篇核医学基础和临床研究论文及综述，从多

个角度和侧面反映了核医学分子诊断技术在当今

重大疾病防治中的价值和意义。

肿瘤靶向治疗技术是指以肿瘤为目标, 采用选

择性较强的局部或全身治疗, 达到有效控制肿瘤、

减少肿瘤周围正常组织损伤为目的的治疗手段，包

括生物学、化学性和物理性靶向治疗，放射性核素

治疗即属于物理性靶向治疗。放射性核素碘鄄131
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就是很好的例证，本期刊发了

有关研究和综述性文章。放射性核素碘鄄131 治疗

分化型甲状腺癌目前已成为这一疾病有效治疗的重

要环节，并得到了国内外的公认。同时，核医学科

核素治疗技术也已成为多种疾病治疗的“集散地”。

还是以分化型甲状腺癌为例，核医学既要接受术后

一部分患者的放射性核素碘鄄131 治疗，又要对一

部分患者进行判断是否需要再次手术或进行其他非

手术治疗，如化学性药物靶向治疗。

当今的核医学已经步入分子诊断和靶向治疗

的新时代，在疾病预防和有效诊治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尽管目前核医学技术在我国临床的普

及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可以预见，核医学诊

疗技术将在未来的疾病研究和诊治中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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