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射线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
的能量形式，从太阳的紫外线到
医疗影像中的X线，与我们的生
活息息相关。在医学领域，尤其
是影像诊断中，放射线发挥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那么，这种能量
形式到底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
响？我们又该如何在享受医学影
像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确保
自己的安全呢？

放射线对人体的影响
放射线对人体的影响是多方

面的，既有短期的确定性效应，也
有长期的随机性效应。确定性效
应通常与接受的辐射剂量有关，
如皮肤灼伤、脱发等。然而，在医
学影像检查中，使用的放射线剂
量受到严格控制，这类效应的风

险相对较低。相比之下，随机性
效应的风险则更为隐蔽和长期。
这类效应与接受的辐射剂量关系
不大，但可能会增加患癌风险，甚
至对遗传物质产生影响。虽然每
次医学影像检查的放射线剂量都
很低，但多次或高剂量的辐射暴
露可能会增加这种风险。

如何安全进行影像检查
为了确保影像检查的安全

性，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
选择合适的检查方法至关重要。
不同的影像检查方法使用的放射
线剂量不同，应该根据病情和需
要选择使用放射线剂量较低的方
法。例如，核磁共振和超声成像
通常不使用放射线，而 CT 扫描
和X线检查则使用较低剂量的放

射线。
其次，遵循医生建议也是保

障安全的关键。医生会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和检查需求推荐最合
适的检查方法。患者应该信任医
生的专业判断，不要自行要求或
拒绝某些检查。

此外，保护敏感部位同样重
要。在进行影像检查时，应该尽
量保护身体的敏感部位，如眼
睛、甲状腺、乳腺等。虽然有时
可能无法直接保护某些敏感部
位，但是医生可以采取防护措施
保护非检查部位。例如，在进行
胸部 CT 检查时，医生会用防护
用品保护下腹部等部位。

同时，还需要限制检查次
数。尽管每次影像检查的放射

线剂量都很低，但多次检查可能
会增加风险。因此，应该尽量避
免不必要的影像检查。

最后，关注特殊人群的安全
同样重要。孕妇、儿童、老年人
等 特 殊 人 群 对 放 射 线 更 为 敏
感。对于这些人群，医生应该更
加谨慎地评估风险和收益，确保
检查的必要性和安全性。

放射线防护的未来展望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医学影

像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放射线
防护的措施和方法也将不断完
善。新型的低剂量影像检查技
术可能会进一步减少放射线对
人体的影响。同时，随着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医生可
以更加精确地评估患者的风险

和需求，从而选择最合适的影像
检查方法。

此外，公众对放射线及其影
响的认知也将不断提高。通过
科普教育、健康宣传和医学指导
等途径，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解
放射线的影响和如何安全地进
行影像检查。这将有助于增强
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促进医学
影像技术的健康发展。

放射线虽然对人体有一定
的影响，但通过选择合适的检查
方法、遵循医生建议、保护敏感
部位、限制检查次数、关注特殊
人群等，可以安全地进行影像检
查。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淄博市
淄川区医院医学影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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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公众去公共场
所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坐地铁、公
交车，去商场、学校、医院等。然
而，公共场所是微生物传播的高风
险区域。为了保障公众的健康安
全，公共场所的微生物检测显得尤

为重要。
微生物无处不在，包括细菌、病

毒、真菌等。在公共场所，由于人流
量大、环境复杂，微生物的传播风险
很高。例如，流感病毒、大肠杆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常见微生物，都

可能通过接触传播。因此，进行微
生物检测是保障公众健康安全的重
要手段。通过定期检测，可以及时
发现潜在的微生物污染源，采取有
效措施，防止疾病传播。

检测方法与技术
采集样品 在公共场所，采集样

品的方法包括擦拭、吸尘和直接采
集等。擦拭方法适用于表面污染物
的检测；吸尘方法适用于空气中的
微生物检测；直接采集适用于手部、
物品等的微生物检测。

检测方法 常见的检测方法包
括培养法、荧光法、免疫法等。培养
法是最传统的方法，通过培养微生
物生长来计数；荧光法是利用荧光
物质标记抗体或核酸，在荧光显微
镜下观察；免疫法则利用抗原抗体
反应进行检测。

实验室分析 采集的样品需要
在专业实验室进行分析，以确定微
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实验室需具备
专业设备和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
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应用与建议
医院 医院是微生物传播的高

风险区域，特别是对于免疫力低下
的人群。因此，医院应定期进行微
生物检测，重点监测高频接触表面，
如门把手、床栏、医疗器械等。同
时，加强清洁消毒工作，提高医护人
员的防控意识。

学校 学校是儿童和青少年聚
集的地方，也是传染病传播的重点
监控场所。学校应定期进行教室和
公共区域的微生物检测，加强学生
个人卫生教育，保持良好的通风环
境。

公共交通工具 地铁、公交车等
交通工具是人流量比较大的场所。
为了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建议定期
对车内座椅、扶手、门把手等部位进
行微生物检测，加强清洁和消毒工
作。

商场和办公楼 商场和办公楼
人员密集，是疾病传播的潜在场
所。通过定期进行微生物检测，可
以及时发现并控制潜在的污染源。
此外，建议加强室内通风换气，定期
开展清洁和消毒工作。

总之，公共场所微生物检测对
于保障公众健康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只有了解并掌握相关知识和技
术手段，才能更好地应对公共卫生
事件，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安全。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邹平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血常规是一种常见的临床检验
项目，通过测量血液中不同种类的细
胞数量和其他指标，可以为医生提供
关于身体健康状况的重要信息。那
么，关于血常规，我们究竟需要知道
些什么呢？

首先，血常规可以显示红细胞的
情况。红细胞是血液中负责运输氧
气的主要细胞。血常规中的红细胞
计数（RBC）和红细胞压积（Hct）等
指标，可以反映出红细胞的数量和形
态是否正常。例如，红细胞计数过高
可能是缺氧、肺部疾病或心脏疾病引
起的，而红细胞计数过低则可能是贫
血、骨髓疾病或失血过多等原因导致
的。

其次，血常规还可以揭示白细胞
的数量和类型。白细胞是免疫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对抗感染和疾
病。白细胞计数（WBC）和白细胞分
类（Diff）等指标，可以显示白细胞的
数量是否正常，以及是否存在感染或
炎症等问题。例如，白细胞计数过高
可能是由于感染、炎症或过敏反应引
起的，而白细胞计数过低则可能是由
于免疫系统疾病、骨髓疾病或某些药

物治疗等原因导致的。
最后，血常规还可以提供关于

血小板的信息。血小板是血液中的
一种细胞碎片，主要负责止血和血
栓 形 成 。 血 小 板 计 数（PLT）等 指
标，可以反映出血小板的数量和功
能是否正常。血小板计数过高可能
会导致血栓形成和心血管疾病，而
血小板计数过低则可能会增加出血
的风险。

在进行血常规检测时，还需要注
意一些细节。首先，采集血液样本时
应该遵循正确的操作规范，以避免误
差和污染。其次，血常规检测结果的
解读需要结合患者的病史和症状，不
能仅凭一次检测结果就做出诊断。
最后，血常规检测应该定期进行，以
便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

总之，血常规是一项重要的临床
检验项目，可以提供关于身体健康状
况的重要信息。了解血常规的基本
知识，可以更好地了解身体状况，及
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同
时，应该重视血常规检测的正确性和
规范性，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

在实际应用中，血常规检测不仅
被广泛应用于诊断各种疾病，还经常
被用于监测疾病的治疗效果。例如，
在癌症治疗中，血常规检测可以帮助
医生了解患者的骨髓功能是否受到
化疗药物的影响，从而及时调整治疗
方案。在糖尿病患者中，血常规检测
可以监测患者的血糖控制情况，预防
并发症。

此外，血常规检测还可以用于评
估患者的营养状况。例如，红细胞形
态异常可能是由于缺乏铁、叶酸或维
生素 B12等营养物质引起的。通过血
常规检测，医生可以及时发现这些营
养的缺乏情况，为患者提供有针对性
的营养补充建议。

总之，血常规检测是一项简单而
重要的临床检验项目，具有广泛的应
用价值。通过了解血常规的基本知
识，可以更好地关注身体健康状况，
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
同时，医生也可以借助血常规检测结
果，为患者提供更为精准的诊断和治
疗建议。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商丘市梁园
区中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检验科）

关于血常规，你需要知道什么
□刘 娜

公共场所微生物检测的重要性
□信统艳

磁共振成像，简称 MRI，
无创、无痛、无辐射，正逐渐成
为很多疾病的诊断工具，为患
者带来了舒适体验，更为医学
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疾病洞察
途径。

MRI 是一种利用磁场和
射频脉冲对人体进行成像的技
术，工作原理是基于原子核的
自旋磁矩。当人体置于强大的
磁场中，人体内的氢原子核（约
占人体组成的70%）被磁化，并
在射频脉冲的作用下产生共
振。随后，这些氢原子核在恢
复原有磁场状态的过程中，释
放出微弱的射频信号。通过测
量这些信号，可以获取人体的
详细结构及功能信息。

与传统的X线、CT等影像
技术相比，MRI具有许多独特
的优势。首先，MRI对人体没
有辐射伤害，特别适合对孕妇
和儿童进行检查。其次，MRI
具有极高的软组织分辨率，能
够清晰地显示脑、脊髓、关节、
肌肉等组织的细微结构。最
后，MRI 还能提供多平面、多
角度的成像，帮助医生更全面
地了解病变情况。

在神经系统中，MRI是诊
断脑部疾病的金标准。通过
MRI，医生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脑肿瘤、脑血管病变、脑炎等疾
病的形态学改变。对于脊髓疾
病，如脊柱裂、脊髓肿瘤等，
MRI 也 具 有 很 高 的 诊 断 价
值。在肌肉骨骼系统中，MRI
可以检测关节炎症、韧带损伤、肌腱病变等，为运
动员和体力劳动者提供精准的诊断手段。

除了神经系统和肌肉骨骼系统外，MRI在心
血管系统、泌尿系统、消化系统等领域也有广泛
应用。例如，MRI 可以无创评估心脏结构和功
能，对于心肌病、心脏瓣膜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
价值。在泌尿系统方面，MRI能够清晰地显示肾
脏、膀胱等器官的结构和功能变化。而在消化系
统方面，MRI可以帮助医生了解胃肠道炎症、肿
瘤等疾病的情况。

虽然MRI具有许多优势，但在实际应用中仍
需注意一些问题。首先，由于 MRI 的强磁场特
性，患者需移除身上所有的金属物品，包括手表、
手机、磁卡等。此外，某些人群不宜进行MRI检
查，如体内植入心脏起搏器、脑动脉瘤夹等金属
物品的患者。此外，MRI检查时间长、噪音大，部
分患者可能会感到不适或恐慌。因此，在进行检
查前，医生会为患者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和准备
措施。

除了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外，MRI还在医学
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MRI技术，科学
家们可以无创地观察人体生理和病理过程的变
化，为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更深入的见解。

总的来说，MRI技术为医学影像领域带来了
革命性的变革。它不仅提高了疾病的诊断准确
率，还为患者带来了更为舒适和安全的检查体
验。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领域的拓展，
MRI将在医学领域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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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医学检验技术中，凝集
和沉淀反应都是重要的检验方法，
在诊断疾病和评估患者健康状况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观察血清
或其他生物体液中微小颗粒的聚集
或沉淀现象，医生可以获得宝贵的
诊断信息。同时，深入了解这一领
域的原理和应用，能更好地理解患
者体内的生理和病理变化，从而为
医疗决策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凝集反应
凝集反应是指在特定条件下，

抗原与抗体结合形成的复合物发生
聚集现象的生物化学反应。该反应
通常涉及抗原与相应的抗体之间的
特异性结合，导致复合物的形成。
这些抗原抗体复合物会以可见的聚
集形式出现，形成凝集物，可以通过
肉眼或显微镜观察。

检测抗原或抗体 凝集反应是
一种检测抗原或抗体的技术。通过
将抗原或抗体与相应的抗体或抗原
结合，形成可见的凝集块，从而判断
抗原或抗体的存在。这种技术常用
于临床诊断、实验室研究和细菌学
鉴定等方面。

鉴定病原体 凝集反应可用于
鉴定其他病原体，如病毒、立克次
体、衣原体等。通过与特异性抗体
结合，确定病原体种类，为临床诊断
和治疗提供依据。

血型鉴定 凝集反应可以用于
ABO血型系统的鉴定。通过检测红
细胞表面的抗原，可以确定个体的

血型，对于输血安全和器官移植配型等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

沉淀反应
沉淀反应是指在液体中，当抗体与其特异性抗原

结合形成大型复合物时，这些复合物过大，无法保持
在液体中的分散状态，最终导致溶解度减小，形成不
溶性凝胶沉淀的过程。这种反应通常涉及抗体和抗
原之间的特异性结合，抗体是由免疫系统产生的蛋白
质，而抗原则是诱导抗体产生的分子，可以是细菌、病
毒、蛋白质等。

鉴定抗原或抗体 沉淀反应是一种用于鉴定抗原
或抗体的血清学反应。通过将抗原或抗体与相应的
抗体或抗原结合，形成可见的沉淀物，可以判断抗原
或抗体的存在。这种技术常用于临床诊断、病原体检
测、免疫学研究等方面。

确定抗原或抗体的浓度 沉淀反应可以用于确定
抗原或抗体的浓度。通过测量沉淀物的数量或沉淀
形成的速度，来定量分析抗原或抗体的浓度，对于临
床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的意义。

检测混合物中的蛋白质组分 沉淀反应可用于检
测混合物中的蛋白质组分。通过将混合物中的蛋白
质与相应的抗体结合，形成可见的沉淀物，分离和鉴
定混合物中的蛋白质组分，对于蛋白质组学研究和生
物工程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诊断疾病 沉淀反应可用于诊断某些疾病，如梅
毒、风湿性心脏病等。通过检测患者血清中的特异性
抗体或抗原，来确定疾病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对于临
床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潮泉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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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身体内的重要器官，肝脏承
担着代谢、解毒、分泌胆汁等多重功
能。然而，在现代社会，肝脏疾病的发
生率逐年上升，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
康。因此，肝功能检查作为预防和诊
断肝脏疾病的重要手段，受到了广泛
关注。

肝功能检查的重要性
肝功能检查是通过检测血液中与

肝脏功能相关的各项指标，来评估肝
脏的健康状况。这些指标能够反映肝
脏的代谢、解毒、排泄等功能是否正
常，从而为医生提供诊断依据。肝功
能检查有助于早期发现肝脏疾病，为
患者争取最佳治疗时机，减轻病情，提
高生活质量。

肝功能检查的内容
肝脏酶类检查 如谷草转氨酶

（AST）、谷丙转氨酶（ALT）等生化指
标，能够反映肝细胞受损的严重程度。

蛋白质代谢检查 如总蛋白、球蛋
白、白蛋白等指标，可以评估肝脏合成

蛋白质的能力。
胆红素代谢检查 包括总胆红素

和直接胆红素等指标，能够体现肝脏
对胆红素的代谢效能。

凝血功能检查 包括凝血酶原时
间（PT）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等指标，能够体现肝脏合成凝
血因子的能力。

肝功能检查的意义
肝功能检查对于预防和诊断肝脏

疾病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及时发现肝
脏功能异常，为医生制定治疗方案提
供依据。同时，肝功能检查还可以评
估疾病的严重程度，为预后判断提供
参考。此外，肝功能检查还有助于监
测药物治疗效果，为调整治疗方案提
供依据。

如何调整生活习惯
当肝功能检查结果出现异常时，

首先要做的是就是及时就医，遵医嘱
进行有效治疗。同时，关注生活习惯，
通过调整作息、饮食等方式，减轻肝脏

负担，促进肝脏的恢复。
合理作息 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

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有助于肝脏的
修复和再生。

健康饮食 减少刺激性食物的摄
入量，多吃水果、蔬菜等维生素丰富的
食物，有助于保护肝脏功能。

适当运动 适度的运动可以促进
新陈代谢，提高身体免疫力，有助于预
防肝脏疾病。

戒烟限酒 烟草和酒精对肝脏的
损害不容忽视，戒烟限酒是保护肝脏
的重要措施。

总之，肝功能检查作为肝脏健康
的“信号塔”，对于预防和诊断肝脏疾
病具有重要意义。应定期进行肝功能
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调整生活习惯，
保护肝脏健康。同时，也要关注肝脏
疾病的预防，从源头上减少肝脏疾病
的发生。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新蔡县中医
院检验科）

肝功能检查：肝脏的“信号塔”
□任翠丽

“大爷，您可一定要按照
喇叭的提示做好吸气、憋气
啊，要不然图像就‘花了’！”
这样的声音经常会出现在影
像科的各个机房里。在医
院，不同的检查有不同的要
求。
一次完美的影像学检查，离
不开患者本身、操机技师和
机器的配合。只有图像做好
了，影像科的诊断医生才更
能明晰患者的病灶所在，从
而使患者的主管医生制定更
合适的治疗方案。

在实际检查过程中，一
些患者常常会因为自身情
况，难以配合检查，出现图
像“花了”的情况。这就是
所谓的“伪影”。伪影是指
被扫描物体并不存在而图
像上却出现各种形态的影
像。日常最常见的伪影是
运动伪影。

大家都知道，身体每一
分每一秒都在进行呼吸和心
跳，相应的器官和肌肉也都
在无时不刻地进行运动。运
动所带来的伪影，通常被称
为“呼吸伪影”和“心脏搏动
伪影”。为了克服这两种伪
影，需要让身体保持相对静
止的状态。一般情况下，对
于胸部的检查，通常是吸气
后憋气；对于腹部的检查，
则通常是“吸气-呼气-憋
气”（腹部CT检查为吸气后
憋气）。文章开头提到的对
大爷的嘱咐，就是这一类。

对于腹部的核磁共振扫
描，因为呼吸时膈肌会发生
运动，有时候还会用到“膈肌
导航”和“呼吸门控”，确保在
一定幅度下“相对静止”的呼
吸区间内进行图像采集。其
他部位的核磁共振扫描（比
如肩关节），也会采用饱和带

去消除呼吸伪影和心脏搏动
伪影的影响。

CT 血管造影是一种查
看血管病变的方法，对于心
脏病患者，常常需要做冠状
动脉CT血管造影。冠状动
脉是心脏的供血血管，贴附
在心脏表面，伴随着心脏不
断跳动。单纯的“吸气-憋
气”很难让它保持“相对静
止”的状态。这极大地提高
了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检
查的难度。因此，这就更需
要患者、技师和机器的完美
配合。首先，能够做冠状动
脉CT血管造影的机器至少
是 64 排及以上的。一些厂
家制造了双源 CT 或宽体
CT，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冠
状动脉 CT 血管造影检查。
其次，为了匹配心跳的“相对
静止”，这些机器上都会采用

“心电门控”技术。对于患者
来说，心率控制很重要。《心
脏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技
术规范化应用中国指南》
（2017版）指出：64排CT，心
率要求在 70 次/分以下；64
排以上的 CT，心率要求在
90 次/分 以 下 。 冠 状 动 脉
CT 血管造影检查也需要患
者吸气后憋气，并且比普通
胸部CT憋气的时间要长一
些，大概在8秒~10秒。而操
机技师就需要兼顾患者的情
况和机器的特点，制定合理
的扫描方案。在尽可能减少
辐射剂量的情况下，得到优
质的影像。

当然，一些常见的运动
伪影原因还包括患者无意识
的微小运动、帕金森病等病
理性颤动。在检查过程中，
这些都需要尽可能地避免。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阜
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如何避免运动伪影
□孙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