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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HIV
HIV即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又

称艾滋病病毒。HIV感染会逐渐
损害人体的免疫系统，最终导致
艾滋病（AIDS）。一旦感染 HIV，
人体就会产生抗体来对抗病毒，
这些抗体可以通过检测来确认
HIV感染状态。

HIV检测的类型
抗体检测 抗体检测是常见

的HIV检测方法之一。这种检测
方法是利用血液、口腔黏膜样本
或尿液样本，来检测人体是否产
生HIV抗体。抗体检测可以分为
快速检测和实验室检测。快速检
测通常在 30 分钟内出结果，而实
验室检测则需要将样本送往专业
实验室进行分析。

自我测试 自我测试是一种
在个人家庭环境中进行检测的

方式。这种测试通常使用唾液
或血液样本，并将样本送到实验
室或通过特定测试装置进行分
析。但是，自我测试的结果可能
需要由专业医生或卫生服务机
构确认。

核酸检测 病毒核酸检测是
直接检测 HIV 的遗传物质（核糖
核酸或脱氧核糖核酸）来检测感
染情况。这种方式对于早期感染
的检测效果更好，也可以用于确
认阳性抗体检测结果，通常用于
临床诊断、母婴传播筛查和早期
感染检测。

HIV检测的流程
咨询和同意 在进行 HIV 检

测前，接受者需要接受医生的询
问，并且知情同意进行检测。

采集样本 根据检测类型和
要求，医务人员将采集血液、口腔

黏膜或尿液等不同样本。
实验室分析 样本将被送往

实验室进行分析，结果通常在 1
周~2周内出来。

结果通知 医务人员与受检
者联系，告知检测结果。

HIV检测结果的解读
无论使用哪种检测方法，所

有的HIV检测结果都需要由专业
医生或卫生服务机构进行解读和
确认。

阳性结果 如果 HIV 检测结
果为阳性，意味着体内存在 HIV
抗体（或抗原），感染了HIV。在收
到阳性结果后，受检者应立即寻
求专业医疗建议和治疗。医生可
能会进行进一步检测，以确认诊
断，并建议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以控制病情并预防传染给他
人。

阴性结果 如果 HIV 检测结
果为阴性（排除窗口期情况），意
味着在检测时未检测到HIV抗体
（或抗原），但并不排除感染。在
可能暴露后，需要继续监测并定
期进行检测。

假阳性和假阴性 HIV 检测
有一定的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
即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但实际未
感染，或检测结果显示为阴性但
实际感染了 HIV。因此，应在专
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确认性检
测。

HIV 窗口期是指从HIV进入
人体到血液中能够检测出HIV抗
体的时间。

在窗口期内，虽然无法检测
出 HIV 抗体，但是 HIV 仍然可能
在体内复制和传播。因此，如果
有高危行为，如无保护的性行为、

共用注射器等，建议在窗口期后
进行多次检测，以确保结果的准
确性。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窗口
期内出现了疑似艾滋病的症状，
如发热、乏力、淋巴结肿大等，应
及时就医并进行相关检查。如果
在窗口期后检测结果为阴性，但
仍然存在疑虑或高危行为，建议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进一步检查
或随访。

HIV 感染已成为全球性公共
卫生问题。及时进行HIV检测不
仅有助于个人及早发现感染，还
能有效预防疾病的传播。同时，
对HIV检测结果进行正确解读也
非常重要，这需要在专业医生的
指导下进行。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枣庄市
市中区人民医院）

如何解读HIV检测结果
□王明亮

在医学领域，病理学检验是一种
至关重要的诊断手段，通过观察和分
析病变组织，帮助医生揭示疾病的本
质，揭开背后的真相。本文将带您深
入了解病理学检验的奥秘，以及它在
疾病诊断中的具体应用和原理。

病理学检验的原理和方法
病理学检验基于对病变组织的

形态、结构和功能改变的观察，揭示
疾病的本质和发生发展过程。其原
理主要基于以下3个方面：

组织形态学 通过显微镜观察组
织切片，分析细胞形态及组织结构的
变化，从而判断病变的性质和严重程
度。例如，在肺癌的诊断中，可以通
过病理学检验观察肺组织细胞的结
构和排列，判断是否为恶性病变。

免疫组织化学 利用抗原与抗体
特异性结合的原理，通过标记抗体来
显示组织内特定抗原的表达情况，进
一步推断细胞的来源和功能状态。
例如，在乳腺癌的病理学检验中，可
以检测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的
表达，从而指导治疗和预测预后。

分子生物学技术 随着分子生物
学技术的发展，病理学检验已经进入
了分子水平时代，通过对病变组织的
基因突变、DNA（脱氧核糖核酸）倍
体、基因表达谱等进行分析，不仅可
以更准确地诊断疾病，还可以为个体
化治疗提供依据。例如，在胃肠道间
质瘤的病理学检验中，可以通过检测
KIT 和 PDGFRA（一种编码细胞表面
酪氨酸激酶受体的基因）的突变来指
导靶向治疗。
病理学检验在疾病诊断中的应用

肿瘤诊断与鉴别 肿瘤是常见的
疾病之一，病理学检验对于肿瘤的诊
断、分类、分级以及预后评估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病理学检验，医生可以
确定肿瘤的性质、恶性程度以及转移
情况，为制订治疗方案提供依据。例
如，肝癌的病理学检验有助于确定肝
癌的类型、恶性程度以及与肝癌相关
的基因突变。这些信息有助于医生
制订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同时，病理
学检验还可以评估治疗效果和监测
肿瘤的复发情况。

感染性疾病诊断 感染性疾病也是常见的疾病之
一，如肝炎、结核病、性病等。病理学检验通过对病变组
织进行病原学检查，可以确定感染的微生物种类、数量
和活性，为治疗提供精确指导。

自身免疫性疾病诊断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指机体对
自身抗原发生免疫反应而导致自身组织损害所引起的
疾病。病理学检验通过对病变组织的病理学特征进行
分析，可以帮助医生诊断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
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

器官移植病理学诊断 器官移植后，受体可能会出
现排斥反应。通过病理学检验对移植器官的组织进行
观察和分析，可以帮助医生判断排斥反应的类型和严重
程度，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病理学检验的技术和方法也
在不断创新和完善。未来，病理学检验将更加注重个体
化治疗的需求，提高疾病的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生存质
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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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是一门多学科
互相渗透、交叉融合的综合
性应用学科，涉及化学、物
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免
疫学、微生物学、生理学、病
理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
统计学和多门临床医学等
学科。在医学领域，临床检
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能帮助医生深入了解患
者的健康状况，准确判断病
因，并制订个体化的治疗方
案。那么，临床检验究竟是
如何进行的？又如何助力
医学奇迹的诞生呢？让我
们一起揭开临床检验的神
秘面纱，探索其背后的科学
力量。

临床检验是通过采集患
者的血液、尿液、粪便等生物
样本，利用先进的仪器和科
学的方法，对样本成分进行
检测、分析，以评估患者的健
康状况和诊断疾病的过程。
在医学领域，临床检验被誉
为医学诊断的“火眼金睛”，
能准确、快速地检测出人体
内的异常变化，为医生提供
关键的诊断依据。

临床检验项目繁多，涵
盖了多个领域。常见的临床
检验项目包括血常规、尿常
规、生化检查、免疫检查、微
生物培养等，能够检测出各
种与疾病相关的指标，如血
糖、血脂、肝功能、肾功能、免
疫功能等。通过这些检测，
医生可以全面了解患者的生
理状态，从而制订最佳的治
疗方案。

临床检验十分严谨，每
一个环节都关乎结果的准确
性：首先，采集样本时要遵循
无菌操作原则，确保样本不
被污染。其次，样本被送至
实验室进行预处理、离心、分
离等操作。在实验室里，检

验人员需要借助各种仪器和
试剂，对样本进行检测。整
个流程都需要严格的质量控
制，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可靠
性。

随着科技的进步，临床
检验正朝着精准医疗与智能
化的方向发展。精准医疗基
于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
多组学数据，可为患者提供
个体化的诊疗方案。而智能
化则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
术，提高临床检验的自动化
和智能化水平。未来，临床
检验将与精准医疗和智能化
相融合，为医学领域带来更
多的突破与创新。

虽然临床检验在医学诊
断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首先，检验结果会受到多
种因素的影响，如饮食、药
物、生理周期等，因此在采集
样本时，患者需要遵循医生
的指导，确保样本的质量和
准确性；其次，临床检验结果
无法替代医生的诊断结果，
医生在解读检验结果时，需
要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其
他检查结果，综合分析，才能
作出准确的诊断。

总的来说，临床检验在
医学领域中发挥着不可或缺
的作用，如同“火眼金睛”，帮
助医生准确判断病情，为患
者带来康复的希望。我们也
应认识到临床检验的局限
性，并正确看待其结果。未
来，随着精准医疗与智能化
的发展，临床检验将为医学
领域带来更多的突破与创
新。我相信在它的助力下，
医学奇迹将不断涌现，为人
类的健康事业书写新的篇
章！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兖
矿新里程总医院）

临床检验的
重要性

□刘 宇

在医学领域，影像诊断技术扮演
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以非侵入
性的方式揭示人体内部结构和功能，
为医生提供有力的诊断依据。今天，
我们一起来探索 4 种常见的影像诊
断技术：X线检查、CT（计算机层析
成像）检查、MRI（核磁共振成像）检
查和超声检查。

X线检查
X线检查是一种无创的影像技

术，通过高能射线穿透人体组织，形
成影像。由于其操作简便、成本相对
较低，因此X线检查是临床上常见的
影像检查方法之一。X线检查是利
用不同组织对射线的吸收程度不同，
在胶片或数字探测器上形成灰度影
像。

X 线检查常用于骨折、肺部感
染、胸腔积液等疾病的初步筛查。
其优点是操作简便、价格便宜、空间
分辨率高；缺点是对于软组织分辨
率有限，对腹部及盆腔器官显示不
佳。

CT检查
CT检查是一种更为精细的影像

技术。它是利用多个X线探测器同
时采集数据，并由计算机重建各层面
的组织结构。CT检查常用于颅脑、
胸部、腹部及盆腔等部位的精细检
查。其优点是扫描时间快、分辨率
高，能清晰地显示细微结构，可用于
多种疾病的检查；缺点是有辐射、价
格较高。

MRI检查
MRI检查是一种无创的影像技

术，利用磁场和射频脉冲使人体组织
产生信号，再由计算机重建出图像。
在强大的磁场中，人体组织中的氢原
子受射频脉冲激发，产生信号，再由
计算机重建出图像。MRI检查常用
于脑部、脊髓、关节及软组织检查。
其优点是无辐射、对软组织分辨率
高、多平面成像；缺点是价格昂贵、检
查时间长、有幽闭恐惧症者不宜进
行。

超声检查
超声检查是利用高频声波显示

人体组织结构，具有无创、无辐射的
特点。超声检查能够实时显示器官
的动态功能。超声探头发射高频声

波，与人体组织产生回声，再由计算
机接收并显示为实时影像。超声检
查常用于腹部、心脏等器官的检
查。其优点是无创无辐射、实时动
态成像；缺点是对骨骼及气体较多
的部位显示不佳。

值得一提的是，影像诊断并非万
能。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多种影
像诊断技术联合使用，以便更全面地
了解患者的病情，医生的专业知识和
经验也是准确解读影像结果的关键
因素。

X 线检查、CT 检查、MRI 检查
和超声检查作为常见的影像诊断技
术，在医学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通过了解它们的原理和应用范
围，我们可以更好地通过它们了解自
己的健康状况。同时，我们也应该意
识到，影像诊断只是医生进行疾病诊
断的一种辅助手段。在寻求医疗服
务时，我们应与医生保持良好的沟
通，遵循专业的建议，共同维护我们
的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济宁市第三
人民医院）

常见的影像诊断技术
□刘 文

在现代医学中，输血是一种常
见的治疗方法，可以拯救生命。保
障血液安全成为保障患者生命安全
的必要步骤。基于此，本文将着重
介绍输血检验的重要性，以及如何
从源头保障血液安全。

许多人需要输血，以治疗严重
的疾病。然而，如果输血过程中使
用的血液存在质量问题，可能会导
致严重的并发症，甚至危及患者的
生命。这值得我们深思：应该如何
从源头保障血液安全？

严格的捐献者筛选 确保捐献
者的血液符合安全标准是非常重要
的。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建立严
格的捐献者筛选程序，包括对献血
者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如检测传
染性疾病、药物使用、旅行史等。通
过这样的筛选，可以排除一些携带
传染性疾病或其他风险因素的个
体，从而确保捐赠的血液安全。

完善的血液采集与保存过程
血液的采集与保存也是至关重要的
环节。合理的血液采集方法及专业

的采集设备可以避免交叉污染，减
少细菌感染的风险。同时，科学的
血液保存条件也能确保血液在有效
期内保持良好的质量。因此，医疗
机构应加强对相关操作人员的培
训，以确保输血过程的规范性和可
靠性。

全面的血液检验项目 对于血
液的质量和安全性，全面的血液检
验项目是必不可少的，除常规血型
和血型配对检验外，还应包括传染
性疾病的筛查、免疫学指标的测定
等项目。通过这些检验，可以最大
限度地排除存在风险的血液，确保
输血过程的安全。

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 建
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对于保障输
血安全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括
制订标准操作程序、培训医护人员、
定期检查设备和质量控制等方面。
只有严格质量管理，才能确保输血
环节中每一个细节都符合规范，从
而保障血液安全。

未来，输血安全将迎来更加广

阔的发展前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我们将逐渐实现自动化、智能
化，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
提高检验效率和准确性。同时，精
准化检测也将成为未来发展的重要
方向，通过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
多学科交叉，实现个体化输血和更
全面的诊断。无创检测、快速检测
等新兴技术也将得到广泛应用，为
紧急输血等场景提供更加及时和安
全的保障。此外，联合检测以及标
准化和规范化也将成为输血检验技
术发展的关键所在，以促进全球范
围内输血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伦
理和隐私保护方面，未来将更加注
重受试者的权益和隐私保护，避免
因技术发展带来的潜在风险。走在
医疗科技的前沿，我们应该时刻牢
记保障患者生命安全的重要性，并
不断改进和完善输血的各个环节。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现代医
学的力量，为患者带来希望。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北大医疗
鲁中医院）

输血检验
从源头保障血液安全

□李 刚

在医学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一种神奇的“透视眼”技术已经深入
我们的医疗诊断中，它就是医学影
像学。这种无痛、无创的技术为我
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我们
能够窥视人体内部，观察到肉眼无
法看到的奥秘。本文将带您了解医
学影像学的发展历程、应用领域以
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医学影像学的发展历程
医学影像学源于X线的发现和

应用。1895 年，德国物理学家伦琴
发现了 X 线，这一发现为医学诊断
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很快，X 线
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骨折、异物等诊
断。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医学影
像学逐渐发展出更多技术，如超声
成像技术、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等。

医学影像学的应用领域
诊断骨折与关节疾病 X 线技

术是最早的医学影像学技术，能够
清晰地显示骨骼的结构，因此被广
泛应用于骨折和关节疾病的诊断。

观察心脏和血管 超声心动图
可以观察心脏的形态和功能，多普
勒超声则可以检测血管是否狭窄或
者有斑块等。

诊断肿瘤 CT（计算机层析成
像）技术和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可以
发现早期肿瘤，并评估肿瘤的大小、
位置以及是否转移。

观察肺部疾病 X 线技术、CT
技术和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均可以用
于观察肺部疾病，如肺炎、肺癌等。

诊断胃肠道疾病 内窥镜技术
可以直接观察胃肠道黏膜，发现炎
症、溃疡、息肉等病变。

介入治疗 在某些情况下，医
生可以通过介入治疗的方法，如经
皮穿刺活检或引流，来诊断或治疗某些疾病。

医学影像学的发展趋势
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在医学

影像学中的应用将日益广泛。它们可以帮助医生更快速、准
确地解读图像，甚至预测疾病的发展趋势。

分子成像与功能成像 随着分子成像和功能成像技术的
发展，医生将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疾病的发
生机制，从而为个性化治疗提供更多依据。

实时动态成像 实时动态成像技术可以捕捉人体内部动
态变化的过程，如心脏跳动、血流动态等。这将有助于医生
更好地理解疾病的动态变化过程。

精准医疗 结合基因检测、医学影像学和其他技术手
段，未来医学将更加注重个体化、精准化治疗。医学影像学
将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定位病变部位，制订针对性的治疗方
案。

无创治疗 在医学影像学的引导下，医生可以通过无创
的方法对病变部位进行治疗，如激光治疗、射频消融等，这将
大大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和治疗效果。

医学影像学作为无痛的“透视眼”，在医学诊断中发挥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X线、超声、核磁共振成像等多种技
术，我们能够深入观察人体内部，揭示肉眼无法察觉的奥
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医学影像学将继续发展和创新，
为人类健康事业带来更多突破。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菏泽市单县南城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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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检验是医学实验室中一
项重要的检测项目，通过对血液、
尿液等生物样品的化学成分进行
分析，帮助医生评估患者的健康
状况、诊断疾病以及监测治疗效
果。本文旨在介绍生化检验在揭
示健康状况方面的重要性。

生化检验的基本概念
生化检验也称生物化学检

验，主要对生物样品的化学成分
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这些成分
可能包括酶、代谢物、电解质、蛋
白质等。通过生化检验，医生可
以获取关于人体生理和病理状态
的信息。

生化检验的应用范围
肝肾功能评估 检测肝功能

指标如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
等，以及肾功能指标如尿素氮、肌
酐等，有助于评估肝脏和肾脏的
功能状态。

糖尿病管理 生化检验可以
检测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等指
标，帮助医生诊断糖尿病并评估
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

心血管疾病风险评估 通过
检测血脂谱，包括总胆固醇、低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等，有助于评估心血管疾
病的风险。

营养状况评估 生化检验可
以检测血清中的电解质、微量元
素、维生素等，帮助医生评估患者
的营养状况。

肿瘤筛查 某些肿瘤标志物
检测有助于早期发现肿瘤的存
在，如甲胎蛋白用于肝癌筛查，前
列腺特异性抗原用于前列腺癌筛
查等。

如何解读生化检验报告
关注异常指标 如果某些指

标出现异常（升高或降低），可能
提示身体异常，但单一指标异常
并不一定意味着疾病，需要结合
临床表现和其他检查结果进行综
合判断。

对比参考值 每份生化检验
报告都会附有参考值范围。将自
己的检测结果与参考值进行对
比，可以帮助判断某一指标是否
正常。但要注意，应用不同仪器

和方法得出的参考值可能存在差
异。

了解检验项目的意义 了解
所检测项目的生理和病理意义，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检查结果。可
以咨询医生或自行查阅相关资料
来获取信息。

重视动态监测 对于某些慢
性病患者，定期进行生化检验有
助于监测病情变化。将多次的检
查结果进行对比，有助于更准确
地评估治疗效果。

关注医生的建议 对于异常
的生化检验结果，医生会根据
具体情况给出相应的建议和治
疗方案。遵循医生的指导、积
极 配 合 治 疗 是 维 护 健 康 的 关

键。
生化检验作为一种重要的医

学检测手段，在评估我们的健康
状况、诊断疾病和监测治疗的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了解生化
检验的基本概念、应用范围以及
如何解读报告，有助于我们更好
地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并在医
生的指导下采取相应的预防和治
疗措施。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保
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积极的心
态，积极预防疾病。如果出现身
体不适，应及时就医并进行必要
的检查。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枣庄市
市中区人民医院）

生化检验的应用范围
□满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