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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作为常见的恶性肿瘤之
一，其早期发现与诊断对于提高
治疗效果、延长患者生存期具有
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医学影
像技术不断发展，低剂量螺旋CT
（计算机层析成像）检查逐渐成了
早期肺癌筛查的重要手段。

低剂量螺旋CT检查的
基本原理与特点

低剂量螺旋 CT 是一种利用
X 线、计算机技术和螺旋扫描方
式相结合的医学影像检查方法。
相比于传统的CT检查，低剂量螺
旋CT检查在保持图像清晰度的
同时，降低了X线的辐射剂量，从
而减少了患者接受检查时的潜在
风险。

低剂量螺旋 CT 的扫描速度

快、分辨率高，能够清晰地显示肺
部细微结构，有助于发现早期肺
癌病灶。此外，螺旋扫描方式还
可以实现连续、无间断地扫描，提
高了检查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低剂量螺旋CT检查
在早期肺癌筛查中的优势
提高早期肺癌检出率 低剂

量螺旋 CT 能够发现直径小于 1
厘米的微小结节，这对于早期肺
癌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
果表明，通过低剂量螺旋 CT 检
查，可以显著提高早期肺癌的检
出率，使更多患者能够在疾病早
期得到及时诊断和治疗。

降低辐射剂量，减少患者风
险 传统 CT 检查的辐射剂量较
高，可能对患者造成一定的潜在

危害。而低剂量螺旋CT通过优
化扫描参数、降低管电压和管电
流等措施，有效减少辐射剂量，降
低患者接受检查时的风险。

快速、无创、易于接受 低剂
量螺旋CT检查过程快速、无创，
患者无需承受过多的痛苦和不
适。同时，由于其辐射剂量低、安
全性高，患者更容易接受这种检
查方式，从而提高了筛查的普及
率和依从性。

适用于大规模人群筛查 由
于低剂量螺旋CT检查具有快速、
准确、安全等优点，因此适用于大
规模人群筛查。通过在大规模人
群中开展早期肺癌筛查，可以及
时发现潜在的高危患者，为肺癌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力支

持。

低剂量螺旋CT检查的注意事项

虽然低剂量螺旋 CT 在早期
肺癌筛查中具有诸多优势，但在
实际应用中仍需注意以下几点。

筛查对象的选择 低剂量螺
旋CT检查主要适用于高危人群，
如长期吸烟、有肺癌家族史、职业
暴露等人群。对于一般人群，应
在医生建议下进行筛查。

筛查频率的确定 筛查频率
应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医生建议
确定。一般来说，高危人群建议每
年进行一次低剂量螺旋CT检查。

检查结果的解读与处理 低
剂量螺旋CT检查结果应由专业
医生进行解读和处理。对于发现

的异常结节或病灶，应进一步进
行诊断性检查，如增强CT检查、
MRI（磁共振检查）检查或活检
等，以明确病变性质。

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作为一
种高效、安全的医学影像检查方
法，在早期肺癌筛查中具有显著
优势。通过提高早期肺癌检出
率、减少辐射剂量、快速无创检查
以及适用于大规模人群筛查等特
点，低剂量螺旋CT检查为早期肺
癌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力支持。

我们期待通过科学的筛查手
段和技术创新，为更多患者带来早
期发现、早期治疗的希望，提高肺
癌的整体治疗效果。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泰安市
东平县中医院医学影像科）

在我们的身体内，有一个庞
大而复杂的微生物世界，它们与我
们的健康息息相关。其中，肠道菌
群作为这个微生物世界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平衡与否直接关系到我
们的身体健康。肠道菌群是人体
肠道的正常微生物，能合成多种人
体生长、发育必需的维生素、烟酸、
泛酸等；还能利用蛋白质残渣合成
氨基酸等，参与糖类和蛋白质的代
谢；同时，还能促进铁、镁、锌等矿
物元素的吸收。这些营养物质对
人类的健康有着重要作用，一旦缺
少会引起多种疾病。

肠道菌群检测的方法
粪便化验 医务人员通过提

取受检者粪便物，送至实验室进
行常规检验，检测粪便物中各类
型菌群比例及种类。优点是操作

简单，费用相对较低，能够提供菌
群的比例和种类信息。缺点是可
能受到饮食、抗生素使用等多种
因素的干扰，结果可能不够准确。

病理学检查 医务人员会配
合肠镜检查，在患者结肠末端、直
肠等部位进行活体组织取样，通
过病理学培养及成分检测，观察
肠内菌群比例及分布。优点是准
确率较高，能够直接观察肠道内
菌群的情况。缺点是属于侵入性
检查，对于患者来说有一定的痛
苦和风险，不适用于所有人群。

基因检测 对特定基因进行
相关排序检测，可对肠道菌群进
行初步排查诊断，并有助于后续
检查及制订针对性治疗方案。优
点是能够快速、准确地检测特定
基因，有助于后续的诊断和治疗。

缺点是可能存在误差，且费用较高。
16SrRNA 基因（核糖体核糖

核酸）测序 基于DNA（脱氧核糖
核酸）测序的方法，通过扩增并测
序细菌16SrRNA基因，获得菌群
的组成信息。优点是能够全面、
深入地了解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多
样性，结果准确。缺点是测序过
程复杂，费用较高，数据分析也需
要一定的专业技能。

全基因组测序 可以同时测
序菌群的 16SrRNA 基因和其他
基因，如功能基因和代谢基因等，
更深入地了解菌群的功能和代谢
特性。优点是能够更全面地了解
菌群的基因组信息，包括功能基
因和代谢基因等。缺点是费用较
高，数据分析复杂，需要专业的设
备和人员。

定量 PCR（聚合酶链反应）
通过测量特定细菌的 DNA 或
RNA（核糖核酸）的数量，估计其
相对丰度，快速、准确地测定特定
菌群的存在和丰度。优点是快
速、准确地测量特定菌群的丰度，
适用于特定的研究目的。缺点是
只能检测特定的菌群，不能全面
了解肠道菌群的组成。

蛋白质组学 通过分析肠道
菌群产生的蛋白质组成，研究菌群
的功能和代谢特性。优点是能够
直接分析肠道菌群产生的蛋白质，
了解菌群的功能和代谢特性。缺
点是技术复杂，费用较高，数据分
析也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

短链脂肪酸测定 测定粪便
中短链脂肪酸的浓度。优点是能
够间接反映菌群的代谢活性和功

能，简单快速。缺点是只能反映
部分菌群的代谢活性，不能全面
了解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多样性。

此外，还有细菌培养法、磁珠
免疫分离法、生化法等方法用于
检测特定的肠道菌群。

肠道菌群检测是了解和维护
肠道健康的重要手段。通过选择
合适的检测方法，我们可以及时
了解肠道菌群的健康状态，了解
是否存在潜在的致病菌过度生长
或有益菌减少等问题，并采取有
效的措施进行调整和改善。维护
肠道菌群的平衡不仅有助于预防
疾病。还能对已经患病的人群监
测治疗效果，帮助医生调整治疗
方案，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潍坊市
中医院检验科）

尿液检查是一种常见的医学检测
方式。检查项目不同，尿标本的留取
要求及处理方式也不同，一般来说，受
检者需要留取早晨起床后第一次尿液
的中段尿液作为标本。

女性在月经期间不宜进行尿液检
查，如果是乳糜尿，需要等尿液澄清之
后留取。

那么，尿液检查可以检查出哪些
疾病？检查项目有哪些呢？

尿液检查的范围

泌尿系统疾病 通过尿液检查可
以查出泌尿系统疾病，如细菌侵入输
尿管、膀胱、尿道、肾脏等部位，容易引
起炎症，出现尿频、尿急、尿痛、尿液浑
浊或脓性分泌物等症状。对于这种情
况，受检者需要进行尿液检查，确定具
体的情况，并在医生指导下服用抗感
染药物进行治疗。

血液系统疾病 通过尿液检查，发
现尿液中幼红细胞及白细胞过高，并
出现了肉眼可见的血尿，经过排查后
发现不是泌尿系统疾病，且存在凝血

系统异常，出现这种情况很大可能是
由于血液系统疾病导致的，如血小板
减少性紫癜、再生障碍性贫血，以及白
血病等。

内分泌系统疾病 一些内分泌系
统疾病，也会导致患者的尿液发生改
变，如糖尿病。患者常见的症状就是
多饮、多尿及消瘦等。尿糖检查可以
作为检查糖尿病的辅助手段，还需要
通过结合其他检查进行确诊，如血糖
检查、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及自身抗
体检查等。

尿液检查的项目

尿常规 这是较为常见的检查项
目，一般体检都需要进行这项检查。
主要是观察尿液的颜色，还有气味及
透明度等。同时，检测尿液中是否有
血液及脓液等异常成分。通过尿液检
测的这些指标，可以判断受检者是否
存在泌尿系统疾病。

尿 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检查 女性判断是否怀孕，可以进行尿
HCG检查，检测尿液中HCG的数值。

尿液补体测定 主要是测定患者
的尿液中是否有补体 C3（（补体成分
3），一般用于肾病综合征患者的辅助
诊断。

细菌性检查 就是检测尿液中的
细菌情况，如直接涂片或培养等。怀
疑有尿路感染的患者，需要进行这项
检查。

脱落细胞检查 将新鲜的尿液进
行离心沉淀后涂片染色，通过显微镜观
察细胞的成分。这项检查可以发现受
检者是否存在泌尿系统肿瘤，建议连续
检查3次，能提高检查结果的准确性。

其他 如尿肿瘤标志物检查、尿激
素测定等。

患者在进行尿液检查之前应保持
放轻松，同时注意合理饮食，不要吃辛
辣、油腻、刺激性的食物，也不要喝浓
茶。在尿液检查之前不能大量喝水，
对于需要长期用药的患者，注意在医
生指导下选择是否需要停药，避免影
响尿检的结果。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庆云县人民
医院）

放疗是一种常见的癌症
治疗方法，通过使用放射线来
杀灭癌细胞，抑制肿瘤的生长
和扩散。放疗可以作为独立
的治疗方式，也可以与手术、
化学治疗等其他治疗方法相
结合。在接受放疗时，患者需
要了解一些注意事项，确保治
疗的安全和有效性。

放疗的基本原理
放疗利用放射线，如α射

线、β 射线、γ 射线和 X 射线
等，照射患者体内的肿瘤部
位，以杀死癌细胞或抑制其生
长。放射线直接穿透皮肤，照
射到癌细胞，造成癌细胞损
伤，从而阻止癌细胞的分裂和
增殖。

放疗前的注意事项
保持照射部位的清洁 患

者在接受放疗期间，应保持照
射部位的皮肤清洁干燥，避免
感染。如出现皮肤红肿、瘙
痒、疼痛等症状，患者应及时
告知医务人员，以便进行相应
处理。同时，患者应避免抓挠
或摩擦放疗部位的皮肤，以免
加重症状。

饮食调整 放疗期间，患
者可能出现恶心、呕吐、食欲
不振等症状。因此，患者应注
意饮食调整，选择清淡、易消

化、营养丰富的食物，避免油腻、辛辣、刺激性食
物。同时，保持摄入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缓解不
适症状。

规律生活 放疗期间，患者应保持规律的作
息，保证睡眠和休息，避免过度劳累和熬夜，以免
影响治疗效果。适度的运动也有助于增强体质，
提高治疗效果。

遵医嘱服药 放疗期间，患者可能需要服用
一些辅助药物，以缓解放疗引起的不适。患者应
遵医嘱按时服药，切勿自行增减剂量或停药。

放疗后的注意事项
生活方式调整 放疗后，患者应保持良好的

生活方式，包括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
等。同时，患者应避免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习
惯，避免对身体造成进一步伤害。保持积极的心
态，也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

皮肤护理 放疗结束后，患者仍需要注意护
理放疗部位的皮肤。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避免摩
擦和刺激。如果出现皮肤破损或感染，患者应及
时就医处理。

关注身体变化 放疗后，患者应密切关注身
体状况的变化。如果出现新的症状或原有症状
加重，应及时就医检查。

定期复查 放疗结束后，患者应按照医生的
建议进行定期复查。复查可以及时了解患者的
病情变化和治疗效果，以便调整治疗方案。此
外，复查也有助于及时发现并处理可能出现的并
发症。

通过遵循以上注意事项，患者可以更好地应
对放疗，最大限度地减轻治疗期间的不适感，提
高治疗效果，促进身体康复。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聊城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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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液检查的相关知识
□王 培

脑电图检查是神经内科常用的检查
方式之一，通过精密的电子仪器，从头皮
上将脑部的自发性生物电位加以放大、
记录，进而获得脑电活动的图形。

脑电图检查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包
括常规脑电图、动态脑电图和视频脑电
图等。常规脑电图主要用于观察发作期
间的脑电图特征，检查时长一般在10分
钟~20分钟；动态脑电图则可在日常生活
状态下记录患者24小时的脑电图，有助
于医生对患者疾病状态下的脑电变化有
更多了解；视频脑电图则能同步记录脑
电变化与患者发作时期的临床表现，对
于准确找出癫痫源具有重要意义。患者
应根据医生的建议选择合适的检查类
型。

在进行脑电图检查时，患者需要了
解一些注意事项。

脑电图检查虽然是无创性的，但患
者可能对检查的不了解而感到紧张。这
种情绪状态会影响脑电波的稳定性，进
而影响检查结果。

大脑对低血糖的敏感性较高，空腹或
饥饿状态，会影响脑电图的检查结果。建
议患者在检查前进食，在餐后0.5小时~1小
时进行脑电图检查。

头发的状态也是影响脑电图检查结
果的一个因素。脑电图检查是通过电极
进行电波的传导。患者在检查前应清洗
头发和头皮，去除油污和头皮屑，避免使
用过多的发油、发蜡等护发产品。

此外，在脑电图检查过程中，患者需
要配合医生的操作。诱发试验是发现潜
在性脑波异常或使异常更加明显的方
法。目前常用的诱发试验包括睁闭眼试
验、过度换气、间断闪光刺激及睡眠诱发
等。

以过度换气试验为例，过度换气试
验要求被检者在闭目状态下进行深呼
吸，以20次～25次/每分钟的频率持续3
分钟，随后再描记至少3分钟。然而，试
验时需要注意掌控换气的深度和速度，
不连续的换气可能引发阵发性慢波出
现，从而引发误判。特别是10岁以下的
儿童，过度换气容易出现慢波化反应，而
30 岁后则较为罕见。此外，对于癫痫患
者，尤其是儿童癫痫患者，慢波增强的出
现率相对较高。如果在换气停止后慢波
消失或减少，但随后又出现持续的高幅
慢波，一侧优势或一侧出现，慢波变慢且
不规则，这可能是儿童烟雾病相关的脑
电图表现。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脑血管疾病、脑外伤、颅内压增高、严
重的心肺疾病及临床情况危重的患者，过度换气试验应禁用
或慎用。

最后，在解读和判定脑电图时，必须全面考虑各种可能影
响脑波的因素，如被检查者的年龄、病因、病程描记状态及药
物影响等。脑电图的个体差异相当显著，特别是在儿童发育
阶段，由于患者的脑电图在规律性、对称性、反应性和稳定性
等方面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变化，目前，还没有一套定量计
算方法能够精确界定不同年龄段脑电图的正常范围。因此在
进行脑电图分析时，需要特别考虑到这一因素。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关注脑部健康，定期进行体检，以
便及时发现和治疗脑部疾病。同时，我们也要保持良好的生
活习惯和积极的心态，预防脑部疾病。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湛江中心人民医院神经电生理室）

影像科技作为医学进步
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疾病诊断
和治疗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随着医学成像技术的不断发
展，如 MRI（磁共振成像）检
查、CT（计算机层析成像）检
查和超声检查等检查的应用，
医生们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疾
病，提高了治疗的成功率和患
者的生存率。

影像科技在
疾病诊断中的作用

MRI 检 查 的 应 用 MRI
检查是一种非侵入性的影像
学检查，通过利用磁场和无害
的无线电波，可以生成高分辨
率、高对比度的人体组织图
像。这项技术为医生提供了
详细的解剖信息，尤其在诊断
脑部疾病、肿瘤和软组织损伤
等方面表现突出。通过 MRI
检查，医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
大 脑 、脊 髓 、神 经 系 统 等 结
构，帮助他们准确定位病变的
位置、大小和性质。

对于癌症患者，MRI 检
查能够提供肿瘤的精确位置
和周围组织的情况，为治疗方
案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

CT 检查技术的应用 CT
检查利用X线成像原理，能够
以不同角度和方向获取人体
内部的断层图像。相比传统
X 线检查，CT 检查具有更高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特别适用
于检测肿瘤、骨折和血管疾病
等病变。通过 CT 检查，医生
可以快速、准确地获取患者身
体各部位的解剖结构和病变
情况，为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
信息。在急诊情况下，CT 检
查更是能够快速帮助医生判
断伤情严重程度，指导后续治
疗措施。
影像科技在治疗中的作用

放疗技术 放疗技术是一

种常用于癌症治疗的方法，它
利用高能射线照射肿瘤组织，
以达到杀死癌细胞的目的。
这项技术的关键在于精确定
位肿瘤位置，破坏癌细胞，同
时尽量减少对周围正常组织
的损伤。

通过放疗，医生可以根据
肿瘤的大小、位置和类型，制
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患者
提供更加有效的治疗选择。
与化疗等其他治疗方式相比，
放疗通常具有较少的副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患者的生
活质量。

影像引导手术 影像引导
手术是一种利用实时影像指
导医生进行手术操作的方法，
它可以帮助医生在手术中准
确地定位病变，并保护周围重
要结构，从而提高手术的安全
性和成功率。

在影像引导下，医生可以
实时观察到手术区域的结构
和病变情况，辅助他们进行精
确的解剖和操作降低手术风
险和并发症。这项技术广泛
应用于神经外科、心血管外
科、整形外科等领域，为复杂
手术提供了支持。

通 过 MRI 检 查 、CT 检
查、超声检查等技术的发展，
医生们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疾
病，制订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提高治疗的成功率和患者的
生存率。

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发
展和完善，影像科技将继续发
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医学进步
提供强大的支持。我们可以
期待，在影像科技的推动下，
医学领域将迎来更多的创新
和突破，为人类的健康福祉贡
献更多的力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兰考
第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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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剂量螺旋CT检查在早期肺癌筛查中的优势
□王汉纪

影像科技与医学进步
□张国彬

在病理科，医生常常会面临患者
或其家属手里拿着病理报告询问医
生，为什么诊断结果都出来了，还要
做检查。那么，免疫组化在病理诊断
中有什么作用呢？

什么是免疫组化技术

免疫组化，全称免疫组织化学技
术，是一种利用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
合的原理，通过化学反应使标记抗体
的显色剂（如荧光素、酶、金属离子、
同位素）显色来确定组织细胞内抗原
（如多肽和蛋白质），对其进行定位、
定性及定量研究的技术。

简单来说，它能够精准地找出并
标记出组织中的特定蛋白质或抗原，
从而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疾病的
类型和程度。

免疫组化技术的作用

在病理诊断中，医生通过显微镜
观察组织切片，虽然可以看到细胞的
形态和结构变化，但有时仅凭肉眼观
察 是 无 法 确 定 病 变 的 性 质 和 来 源

的。而免疫组化技术可以帮助医生
更准确地判断病变的性质、来源及恶
性程度。

具体来说，免疫组化技术可以通
过检测特定的抗原或蛋白质，来确定
肿瘤细胞的类型、分化程度及恶性程
度。这对于制定治疗方案和判断预
后具有重要意义。

免疫组化技术的应用

判断肿瘤来源和分化 通过检测
肿瘤细胞中特定的抗原或蛋白质，可
以确定肿瘤细胞的来源和分化程度，
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如常用
于鉴别癌、肉瘤和软组织肿瘤分化来
源等。

良恶性肿瘤的鉴别与分类 良恶
性肿瘤在形态上往往存在一定的差
异，但有时仅凭肉眼观察难以准确判
断。免疫组化技术可以通过检测肿
瘤细胞的特异性抗原，帮助医生更准
确地鉴别良恶性肿瘤，并进行分类。
这对于患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和
判断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原位癌与浸润癌的鉴别 原位癌
是指癌细胞仅局限于上皮层内，未突
破基底膜；而浸润癌则是指癌细胞已
经突破基底膜，向深层组织浸润。免
疫组化技术可以通过检测基底膜相
关抗原的表达情况，帮助医生准确区
分原位癌和浸润癌。

有无脉管侵犯的评估 通过免疫
组化技术检测脉管内皮细胞相关抗
原的表达情况，可以判断肿瘤细胞是
否侵犯了脉管系统，从而评估肿瘤的
恶性程度和预后。

转移癌原发灶的推断 免疫组化
技术可以通过检测不同组织特异性
抗原的表达情况，帮助医生推断转移
癌的原发灶，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重
要线索。

总之，免疫组化技术在病理诊断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够帮助医生
更准确地判断疾病的类型和程度，从
而进一步为临床诊疗提供依据和帮
助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金域临
床检验中心）

免疫组化技术在病理诊断的作用
□王春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