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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生
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重视自身健康问题，每年会定期
到医疗卫生机构进行体检。目前，各种
检查手段及检查仪器层出不穷，其中有
CT（计算机层析成像）检查、核磁共振检
查等，目前核磁共振已经成为临床上常
用的检查方法，相信人们对核磁共振检
查不会陌生，下面笔者介绍一下关于核
磁共振注意事项。

什么是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MRI），又叫核磁共振成
像技术，是将人体放置在磁场中，利用人
体内水的比例大、氢质子核含量多的特
点进行成像。目前，该技术被广泛应用
于脑部、心脏、大血管、脊柱、关节等各系
统器官病变的诊断。核磁共振就是一种
利用磁共振现象将扫描时身体产生的信
号收集起来，再将进行整理分析，进而构
成图像再组合的技术。

磁共振检查的优点

绝对安全：没有辐射，对人体不会产
生损伤，抵抗力较差的儿童和老人均可
采用核磁共振检查。

信息丰富：通过多序列、多方位、多
参数的检查方法掌握更多信息，对中枢
神经系统疾病，以及脑干、脊髓等病变的
定性研究等有明显优势。

图像清晰：多方位、大视野成像，更
加清晰地观察解剖结构及肿块的细微特
点。

磁共振检查注意事项

严禁将金属物品带入检查室：严禁
金属物品进入核磁共振检查室，比如平
车、轮椅、发卡、硬币、别针、手机、钥匙、
银行卡、手表、首饰、假牙、假发、助听器
等。

高热患者不适合做核磁共振检查：
这是因为患者在检查过程中体温会升高
1 摄氏度左右，因此高热患者不适合做
磁共振检查（高热在临床上一般指口腔
温度39.1摄氏度~41摄氏度)。

幽闭恐惧症患者不适合做核磁共振
检查：患者在检查过程中会处于狭小空
间内，因此幽闭恐惧症患者不适合做核
磁共振检查。

准妈妈不适合做核磁共振检查：孕早期接受核磁共
振检查的安全性证据还不足，国家尚未批准，因此怀孕 3
个月以内的孕妇不适合做核磁共振检查。非早孕期孕妇
如果确有检查需要，可在 1.5T（含）以下的核磁共振设备
上进行检查。

有文身的患者需要提前向医务人员说明：这是因为
文身中的有些颜料会在磁场中加热，可能会引起不适感，
甚至灼伤皮肤。

不要化妆：这是因为有些化妆品中含有金属，会在磁
场中发生反应，影响图像质量。因此，检查当天不要化
妆，包括涂指甲油、防晒霜等。

（作者供职于邓州市人民医院南区CT室）

心电图检查那些事
□丁华永

心脏在每个心动周期中伴
随有相应的生物电变化，而借助
心电描记器从体表引出电位变
化图形，就称之为心电图检查。
心电图检查的目的是对心脏激
动电学活动进行反映，在心脏疾
病的诊断和分析中具有较高价
值。电解质紊乱、药物因素、心
脏供血不足或心肌受损都有可
能会造成心电图发生变化。心
电图检查一般适用于心血管健
康体检，或者感到心悸、心慌、眼
花、心前区不适、疼痛、胸闷的人
群进行诊断。

检查项目

常规心电图检查 主要是对
患者心脏的节律、波形、振幅及

传导时间等进行检查，通过观察
这些检查信息，判断患者是否出
现心肌缺血或心率方面的问题。

运动负荷试验 在冠心病诊
断中也需要进行心电图检查。
检查之前需要患者先进行运动，
之后观察患者在运动负荷之后
的心脏功能，以及血流灌注显
像，用于对检查者心脏运动负荷
后的储备功能等进行检验。

动态心电图 通过动态心电
图仪来记录患者在正常生活状

态下的心电活动全过程，记录时
间一般24小时以上，完成监测之
后通过计算机对数据展开分析
处理，以发现患者是否存在心肌
缺血或心律失常的现象。

注意事项

对处于缓解期的患者来讲，
心电图检查过程中可能会完全
正常。因此，患者一旦出现心
慌、胸闷、胸痛等心脏症状时，要
及时到医院进行心电图捕捉；在

检查之前要确保与动态心电记
录仪接触皮肤部位的卫生，局部
没有感染情况；检查前，女性患
者应避免穿连体衣或连衣裙，同
时像洋地黄等药物也不可服用，
这些药物会对心电图结果造成
直接或间接影响；在检查过程
中，患者一定要身心放松，避免
活动产生生物电。四肢乱动、深
呼吸或哭泣，均会对心电图检查
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影响，因此对
于患儿，要在确保其安静时进行

心电图检查，必要时应用镇静
剂，避免对检查结果造成干扰；
进入检查室后患者应躺平，保持
安静，确保呼吸平稳，避免移动
体位或讲话。

此外，在动态心电图检查过
程中，还要避免 X 线、CT（计算
机层析成像）、肌电图等对检查
结果造成影响，同时还要远离强
力电源。在动态心电图检查期
间要避免液体溅入记录仪，不可
以洗澡，适当运动，双上肢剧烈
活动及剧烈运动应尽量避免；避
免随意牵拉记录电极线；完成检
查得到结果后，应及时到医院就
诊，避免病情被延误。

（作者供职于驻马店市中心
医院心内三科）

糖耐量检测方法
□王京京 沈 嘉

什么是糖耐量检测

糖耐量是指人体对糖类的
耐受程度。当人们食用含有糖
分的食物时，血糖水平会上
升。而健康人的胰岛功能可以
很好地调节血糖水平，使其保
持在正常范围内。糖尿病患者
或其他代谢性疾病患者则可能
出现糖代谢紊乱的情况，从而
导致血糖不稳定。

糖耐量检测除了用于糖尿
病筛查和诊断以外，还可以用
来评估其他代谢性疾病患者的
糖代谢情况，比如多囊卵巢综
合征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等。
此外，一些研究机构也会利用
糖耐量检测方法来探究人类对
于糖分的代谢机制。

糖耐量检测方法

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是目
前常用的一种糖耐量检测方
法。被检测者需要通过口服一
定剂量的葡萄糖溶液进行检
测。

随机血糖测定是一种通过
随机时间测定血液中血糖值的
方法。该方法主要用于初步筛
查、糖耐量不佳或糖尿病患者
的治疗效果监测。

空腹血糖测定是在空腹状
态下测量血糖的方法。一般来
说，患者需要在检测前一晚的
晚饭后8小时~10小时内进行检
测。该方法对早晨血糖监测尤
为有效，但无法判断患者在吃
饭后的血糖水平。

糖化血红蛋白作为一种糖
耐量检测方法，通过检测血液
中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来评估
过去两三个月内的平均血糖水
平，一般应该控制在 7%以下。
因此，这种方法不同于其他糖
耐量检测方法。

糖耐量检测注意事项

糖耐量检测是要求较为严
格的检查方法，需要患者在检
查前遵守医嘱，检查时要尽量
保证心情舒畅、饮食正常等，避

免因个体差异导致检测结果偏
差。

糖耐量检测的过程

糖耐量检测通常在早上进
行，患者需要先空腹到医院，医
师会为患者抽取1次静脉血液，
随后让患者在 5 分钟之内喝完
含75克葡萄糖水以后，按30分
钟、60分钟、120分钟、180分钟，
分时段抽取血液进行检测。在
检测期间，患者需要保持相对
不活动状态，不能吃东西、喝饮
料，只能喝适量水。

在进行糖耐量检测后，医
生会根据检测结果判断患者是
否存在胰岛功能异常等情况。
一般情况下，2小时内血糖降至
7.8 毫摩尔/升以下的为正常，
7.8 毫摩尔/升~11 毫摩尔/升为
糖代谢异常，高于11毫摩尔/升
则被诊断为糖尿病。

糖耐量检测的影响因素

进行糖耐量检测之前，需
要注意以下因素的影响：

1.服用降糖药物会影响检
测结果。

2.过度饮食会导致检查结
果失真。

3.体重过重或肥胖，可能会
影响检测结果。

糖耐量检测的重要性

糖耐量检测是糖尿病等代
谢性疾病早期筛查的重要手
段，能够发现潜在危险，尤其是
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应该
定期进行糖耐量检测。

哪些人需要做糖耐量检测

糖耐量检测不仅适用于已
经被诊断为糖尿病、高血糖等
疾病的患者，还适用于具有潜
在风险的群体，比如肥胖、胰腺
疾病、高脂血症等。此外，还有
一些特殊情况也需要进行糖耐
量检测，比如孕妇、妊娠合并糖
尿病等。

（（作者供职于上海市松江作者供职于上海市松江
区中心医院检验科区中心医院检验科））

含 义

1.促卵泡激素：提示存在“卵
巢早衰”等功能。

2.促黄体生成素：可以维持
男女性征，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原
动力。

3.泌乳素：如果出现与怀孕
或母乳喂养无关的溢乳、月经不
调、不孕、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等症
状时要到医院就诊，泌乳素检查
有助于鉴别原因，辅助诊断疾病。

4.雌二醇：女性朋友，其指标
根据所处月经周期的不同而不
同。

5.黄体酮：主要功能是促进
子宫内膜从增生期向分泌期的转

化。
6睾酮：对身体的代谢功能有

一定影响，比如促进蛋白质合成。

报告解读

当患者拿到检查报告，需要
结合具体指标进行辨识。

1.促卵泡激素：如果促卵泡
激素异常，并且年龄低于 40 岁，
则有卵巢早衰可能。

2.促黄体生成素：当基础数
值升高时，则有卵巢早衰、多囊卵
巢综合征的可能；若在月经中期
检测，促黄体生成素可升高。

3.雌二醇：当数值减小时，可
提示卵巢功能减退。

4.黄体酮：在月经 22 天~24

天，一般大于15纳克/毫升；若患
有黄体功能不全，则小于 10 纳
克/毫升；如果没有排卵，则小于5
纳克/毫升。

5.睾酮：若此项数值有所增
高，则提示存在卵巢男性化肿瘤
或肾上腺疾病等情况。

6.泌乳素：此项数值升高，可
见下丘脑、垂体等部位发生病变。

适用人群

有月经周期紊乱、阴道不
规律出血、闭经等的女性；有弱
精、少精、阳痿、原发性睾丸发
育不全、肿瘤等的男性；不明原
因生长发育迟缓的儿童及青少
年。

注意事项

采集时间 该项检查是常规
检查方式，有很多人一提到体检
就会紧张，它产生不必要的担
心。其实，对于男性并没有什么
特别的时间要求限制，女性一般
在月经来潮后2天~4天进行检查。

是否空腹 部分激素会受饮
食影响，因此很多实验室要求患
者抽血前要保持空腹。

注意着装 为了方便检测，患
者应穿着容易露出手肘的衣服。

饮食及运动 检查当天，患者
静坐30分钟后再进行采集血液，
避免因运动导致激素水平波动。

复查建议 如果用于监测治

疗效果，患者应遵医嘱在规定的
时间内进行抽血检查。

其他 女性无须避开月经期，
但需知道自己末次月经时间、妊
娠周期。根据检查目的，女性遵
医嘱在特定月经周期进行检查。

复合维生素或含有生物素的
膳食补充剂可能会影响检查结
果，抽血前12个小时停止服用。

有动物接触史或者接受过免
疫球蛋白治疗的患者会产生抗
体，可能会影响检查结果，需要提
前告知医生。

某些药物可能会影响检查结
果，需要提前告知医生。

（作者供职于郑州人民医院
检验科）

解读解读““性激素六项性激素六项””检查报告检查报告
□李红娟

血液采集检验的常见误区
□雷振川

每次看病都要化验，真的有
必要做吗？ 想必每位到医院就
诊的患者都存在这样的想法。

“ 就 是 个 感 冒 ，有 必 要 去 化 验
吗？我自己的身体情况，我自己
清楚，直接找医务人员开一些治
疗药物就行了。”其实，以自己主
观意识判断自身健康状态是不
科学的，同时在医学上也是不提
倡的。我国医学发展至今，各项
技术和检查手段已经相对成熟，
各项化验检查已经可以用数据
来反映病情的轻重缓急，可以发
现一些看不出来的问题，能够做

到早发现、早治疗。
我的血液怎么比别人抽出来

的颜色暗淡呢？ 首先，我们需要
知道，血液分为动脉血液和静脉
血液两种，而血液的颜色和血液
所携带的氧气数量有关。通俗来
讲，血液内氧气含量越高，那么血
液颜色越红；相反血液内氧气含
量越低，那么血液颜色就越深。
动脉血液因含氧量较高而呈现出
鲜红色，动脉末梢位置，比如耳
垂、手指等，血液颜色呈现红色或
暗红色，从而导致一些人对血液
产生误解，认为血液颜色应该是

红色或鲜红色的印象。而最常见
的检查项目多从肘部静脉采集，
其静脉血氧饱和度相对较低，主
要是血液中含有更多的二氧化碳
和新陈代谢物质，因此血液颜色
会变得比较暗淡。

为 什 么 要 抽 那 么 多 管 血
液？ 在各种检验项目中需要的
采血管是不同的，在不同试管中
使用的试剂也各不相同。比如，
检验人员在凝血项目检验中，采
用的抗凝管内就需要加入枸橼酸
钠抗凝剂，这就要求血液必须采
集到空管内，使得试管中抗凝剂

与血液数量必须满足规定，不然
就会导致检测结果出现错误，因
此，患者的血液采集数量也要符
合要求。

为什么要空腹采集血液？
人体在进餐时，血液中许多化学物
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这时进行采
血，可能会导致检验结果出现误
差。因此，医院检验科都会规定，
需要进行血液采集的患者要在前
天晚上进餐结束后禁食，第二天清
晨空腹进行血液采集工作，保证患
者空腹时间在10小时以上，这样
使人体的各种化学物质变化相对

比较平衡，此时进行血液采集才具
备稳定性和精确性。

粪便隐血试验结果有变化，
是检验结果出错了吗？ 粪便隐
血试验是用来检查粪便中隐藏的
红细胞或血红蛋白的一项检查。
这对消化道出血是一项非常有意
义的检验指标，除了肛裂、痔疮出
血等导致的隐血试验阳性之外，
在试验开始之前进食含有动物血
类、瘦肉类食物也会造成实验结
果出现假阳性。

（作者供职于濮阳广慈医院
检验科）

带你了解微生物检验
□陈向阳

什么是微生物检验

微生物检验是通过相关手
段对人体的血液、尿液、粪便、脑
脊液，以及呼吸道、泌尿生殖道
分泌物等进行培养和鉴定，检测
人体内是否缺乏某种微生物，可
以帮助医生更好地诊断感染性
疾病，还能帮助其判断肿瘤发病
概率。

微生物检测有培养法、凝集
法、镜检法。培养法的操作比较
简单，主要是将采集标本放在培
养基上进行培养；镜检法主要是
通过显微镜观察组织细胞是否有
异常变化；凝集法效率高、操作简
单，能够检验出血清中是否含有
某种抗原或抗体，在临床上应用
广泛。

微生物检验流程

标本采集 根据患者症状，正
确采集相关标本，并及时进行接
种或运送培养基，在运送过程中
根据要求保持氧气、温度等，避免
标本干燥。

镜检 检验人员通过显微镜
对标本直接观察，可以对相关致
病菌的数目、形态等进行辨别，对
标本进行初步判断；有些时候还
需要先对标本进行染色，可以鉴
别致病菌的来源、性质，可以排除
污染的因素，从而提高标本致病
菌检出率。

分离培养 收集的标本中会
存在多种细菌，如果镜检发现相
关细菌就需要对标本进行分离纯
化，并接种至适宜的培养基上，比

如营养琼脂培养基、血平板培养
基、显色培养基等，并将温度、空
气等条件调整至适宜细菌生长，
从而获得纯化后细菌，方便进一
步鉴定。

细菌鉴定 检验人员对分
离得到的标本经过细菌形态、
菌 落 特 点 、酶 类 检 测 、生 化 反
应、血清学试验等方式得到的
结果进行分析鉴定，从而确定
致病原因。

药敏试验 检验人员对分离
的致病菌进行体外抗菌药物敏感
性试验，对其治疗作用进行预测，
从而了解相关细菌的耐药性，以
此帮助医生在临床诊疗过程中针
对某特定的感染疾病选择最适合
的治疗药物，从而提高患者疾病
的治疗效果。

影响检验结果的因素

采集方式 在标本采集过程
中要严格注意采集方式，根据检
测需要及微生物特点选择不同的
方式进行采集，整个过程要保持
绝对无菌原则，防止标本污染。

采集时间 标本检验结果受采
集时间影响，因此要对采集时间进
行严格控制。标本的采集时间通
常是在用药前和用药后这两个阶
段。但对于特殊病症来说，需要在
疾病典型期和急性期的两个时间
段进行标本采集，且要根据患者不
同状况采集不同的标本。

标本送检监控 标本采集后
需要及时送检，如果送检路程过
远，则需要对标本进行严密防护，
防止在运送过程中发生污染。此

外，在转运的过程中可采用冷藏、
真空等方式进行运送，在交接样
本时也要对样本进行检查。

实验室环境 标本受到污染
会导致检验结果出现偏差，因此
实验室务必做好防潮、消毒工作，
保证实验室达到无菌标准，且按
时对消毒设施进行检查。对于超
过年限或存在故障的设备要及时
进行更换和维修。实验室内的玻
璃器皿要按时进行抽检，所有玻
璃器皿在使用前均要清洗，而后
进行高温烘干处理。

检验人员操作 检验人员要
明确自己的职责，做好检验工作，
减少失误和失败发生率，并要详
细记录所有检验结果。

（作者供职于郑州人民医院
检验科）

什么是儿童什么是儿童CTCT检查检查
□王 军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不断发
展，CT（计算机层析成像）技术
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医学检查
手段。CT 检查可以对患者进行
全面、精准的影像诊断，为医生
提供精确的诊断依据。

概念和应用

CT 检查是一种通过多次快
速扫描并组合成多个图像进行诊
断的影像学检查技术。该技术可
以产生三维图像，提供更全面、更
准确的诊断信息。CT 检查已经
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检查领域，包括
神经内科、心脏病学、肿瘤学等专
业。对于儿童来说，CT检查可以
用于检查和诊断许多疾病，比如头
部创伤、骨骼畸形、肿瘤等。

原理和方法

儿童CT检查的原理与成年
人相同，都是通过 X 线在体内进

行扫描，并获得大量图像数据，然
后通过计算机处理后重建出三维
图像。不同之处，儿童CT检查需
要使用较小的辐射剂量，以减少
对儿童身体的影响。在儿童 CT
检查中，通常会使用低剂量的螺
旋扫描技术和儿童专用设备。

注意事项

儿童CT检查需要注意一些
事项，以确保检查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以下是儿童CT检查的注
意事项：

选择合适的检查时间和方
式 在进行儿童CT检查前，需要

选择合适的检查时间和方式。
由于儿童生长发育尚未完全成
熟，因此需要考虑儿童的体型、
生理特点等因素。此外，需要选
择适合儿童的设备和技术，以减
少对儿童身体的影响。

避免使用造影剂 造影剂是
一种用于增强CT影像对比度的
物质。对于儿童来说，使用造影
剂可能会增加肾脏负担和对甲
状腺的影响，因此要尽量避免使
用造影剂。

关注辐射剂量 在进行儿童
CT 检查时，需要关注辐射剂量
的大小。较高的辐射剂量可能

会对儿童身体造成损伤，因此需
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减少辐射剂
量的，比如减少扫描时间、应用
低剂量造影剂等。

检查前准备和护理 在进行
儿童 CT 检查前，需要进行一些
准备工作，比如清空肠道等。检
查结束后需要进行适当护理和
观察，比如避免暴露在阳光下、
适当饮食等。

检查风险

儿童CT检查虽然是一种有
效的检查手段，但是也存在一些
风险。

首先，辐射剂量的影响。较
高的辐射剂量可能会对儿童身
体造成损伤，比如会影响甲状
腺、生殖系统、免疫系统等。

其次，造影剂的安全性。使
用造影剂可能会对儿童肾脏和
神经系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需
要避免使用。

最后，对儿童身体和心理的
影响。儿童在进行CT检查时可
能会感到不适或害怕，因此需要
进行安抚和心理疏导工作，减少
对心理的影响。

儿童CT检查是一种重要的
医学检查手段，可以帮助医生对
儿 童 疾 病 进 行 精 准 诊 断 和 治
疗。在进行儿童 CT 检查时，需
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检查时间和
方式、避免使用造影剂、关注辐
射剂量等。

（作者供职于信阳市人民医
院医学影像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