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放射（影像）医学已

经成为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

先进的医学领域。随着技术的

不断进步，影像设备更加小型

化、智能化，检查过程将更加

便捷、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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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一双“慧眼”守护健康
因张鹏飞

从骨折诊断到复杂的肿瘤筛查，

再到心血管、神经系统疾病的检测，放

射（影像）已经成为医生诊断疾病的得

力“工具”。它借助各类成像技术，如

X 射线、超声波、磁共振等，把人体内

部结构清晰地呈现出来，帮助医生准

确判断患者病情。

射线：放射医学的开端

1895 年，德国物理学家威廉·康

拉德·伦琴在进行阴极射线管实验时，

意外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射线。这种射

线能够穿透一些不透明的物质，还能

在荧光屏上显示出物体内部的轮廓。

由于当时对其性质知之甚少，伦琴便

将它命名为 “X 射线”。为了验证 X

射线的神奇之处，伦琴用它拍摄了自

己妻子手部的骨骼影像，这张照片成

为世界上第一张 X 射线影像，也正式

拉开了放射医学的序幕。

在 X 射线被发现后的最初几十

年里，放射医学迎来了快速发展。早期

的 X 射线设备非常简陋，操作也比较

复杂，但医生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尝试

用它来诊断各种疾病。比如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X 射线就被广泛用于

检测士兵体内的子弹和弹片，为伤员

的救治提供了关键帮助。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X 射线设

备的性能逐步提升。科学家们开始研究

如何提高 X射线的强度和稳定性，以及

怎样更好地控制射线的照射范围和剂

量。同时，对 X射线成像原理的研究也

在深入进行，人们逐渐掌握了如何获得

更清晰、更准确的影像。

在这一时期，除了 X 射线诊断，

放射治疗也开始崭露头角。医生们发

现，X 射线不仅可以用于诊断疾病，还

可以对某些肿瘤进行治疗。通过精确控

制照射剂量和范围，X 射线能够杀死肿

瘤细胞，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不

过，早期的放射治疗技术还很不完善，

由于无法精准地定位肿瘤细胞，在杀死

癌细胞的同时，也会对周围的正常组织

造成较大的损伤，产生诸多副作用。

影像技术的多样化发展

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技的飞速

发展，放射（影像）医学步入了更加多元

化的发展阶段。除了传统的 X 射线技

术，一系列新的影像技术相继问世，为医

学诊断和治疗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1.CT（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

1972 年，英国工程师戈弗雷·纽博

尔德·豪斯菲尔德发明了第一台计算

机断层扫描仪。CT 技术的原理是对

人体进行多角度的 X 射线扫描，然后

利用计算机对扫描数据进行处理和重

建，从而获得人体内部的断层图像。与

传统的 X 射线影像相比，CT 图像能

够提供更详细、更准确的人体内部结

构信息，尤其是对于一些复杂的解剖

部位和病变的诊断具有极大的优势。

比如在诊断肺部疾病时，传统 X

射线只能发现比较明显的肺部病变，

而 CT 却可以清晰地显示出肺部的

细微结构，哪怕是几毫米大小的结节

也能被发现，这对于早期肺癌的诊断

至关重要。如今，CT 已经成为临床上

最常用的影像检查手段之一，广泛应

用于肿瘤、心血管、神经系统等疾病

的诊断。

2.磁共振成像（MRI）技术

20 世纪 70 年代，MRI 技术开始

逐步发展起来。MRI 的原理是利用人

体组织中的氢原子核在强磁场中的共

振现象，通过检测共振信号并进行计

算机处理，从而生成人体内部的图像。

与 X 射线和 CT 不同，MRI 不使用

电离辐射，对人体没有放射性损害，而

且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软组织对比信

息，对于脑部、脊髓、关节等部位的病

变诊断具有独特的优势。

例如，在诊断脑部疾病时，MRI

可以清晰地显示出大脑的灰质、白质

以及各种神经组织的结构，对于早期

发现脑肿瘤、脑梗死等疾病有重要意

义。在关节疾病的诊断方面，MRI 能

够清晰地显示出关节软骨、韧带、半月

板等结构的损伤情况，为医生制定治

疗方案提供准确的依据。随着技术的

不断进步，MRI 设备的性能和图像质

量不断提高，检查时间也逐渐缩短。如

今，MRI 已经成为与 CT 并列的重要

影像检查手段，在许多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3.超声成像技术

超声成像技术利用超声波在人体

组织中的反射和折射原理来生成图

像，主要用于检查腹部、心脏、血管等

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它具有操作简便、

价格低廉、无辐射等优点，在妇产科领

域应用尤为广泛。医生可以通过超声

检查观察胎儿的发育情况，及时发现

胎儿的畸形、发育迟缓等问题。

4.核医学成像技术

核医学成像技术则是根据放射性

核素标记的药物在体内的分布情况进

行成像，对于肿瘤的早期诊断和功能

代谢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例如，正电子

发射断层显像（PET）可以检测出身体

内代谢异常增高的部位，有助于早期

发现肿瘤细胞的存在，还能评估肿瘤

的恶性程度以及治疗效果。

走向精准与智能化

如今，放射（影像）医学已经成为

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先进的医学领

域。各种先进的影像设备和技术不断

涌现，为临床医生提供了越来越丰富

和准确的诊断信息。同时，影像技术与

其他学科领域不断融合，如计算机科

学、人工智能等，进一步推动了放射

（影像）医学的发展。

在人工智能的辅助下，影像诊断

的效率和准确性得到了显著提高。通

过对大量影像数据的学习和分析，人

工智能算法可以快速识别出影像中的

异常情况，并为医生提供诊断建议。例

如，在肺癌的筛查中，人工智能可以快

速分析 CT 影像，标记出可能存在病

变的区域，大大缩短了医生的阅片时

间，同时也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减少

了漏诊和误诊的发生。

此外，影像引导的介入治疗技术也

在不断发展。通过将影像技术与介入治

疗相结合，医生可以更加精确地对病变

部位进行治疗，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

比如在肝癌的治疗中，医生可以在超声

或 CT的引导下，将穿刺针准确地插入

肿瘤部位，进行射频消融、药物注射等治

疗，达到精准治疗的目的。

展望未来，放射（影像）医学有望

在更多方面取得突破。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影像设备更加小型化、智能

化，检查过程将更加便捷、舒适。例如，

未来可能会出现便携式的超声设备，

医生可以随时随地为患者进行检查；

MRI 设备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小巧，检

查时间进一步缩短，让患者更加轻松

地接受检查。

同时，对疾病的早期诊断和个性化

治疗将成为放射（影像）医学研究的重点

方向。通过不断改进影像技术，提高对

微小病变的检测能力，实现疾病的早期

发现和早期治疗，从而提高患者的治愈

率和生存率。此外，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

制定个性化的影像检查和治疗方案，也将

成为放射（影像）医学发展的重要趋势。

（作者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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