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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是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
恶性肿瘤之一，国家癌症中心最新
调查报告显示，肺癌仍位列癌症死
亡率之首。

作为肺癌中占比最大的非小
细胞肺癌，曾几何时，患者只能
接受化疗，不仅疗效存在瓶颈，同
时患者也要受到巨大毒副反应的
困扰。在肿瘤精准治疗时代开启
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在实施靶向药物治疗之
前，分子病理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前提条件。最新发布的肺癌诊疗
指南推荐了必须进行检测的基
因、检测说明及对样本检测的要
求等方面内容，可以更准确地判
断患者是否适合使用靶向药物
治疗，并为治疗方案提供更有力
的支持。

什么是分子病理诊断
分子病理诊断又称分子病理

检查、分子病理检测、分子病理技
术。分子病理诊断，是指应用分子
生物学技术，从基因水平上检测细
胞和组织的分子遗传学变化，以
协助病理诊断和分型、指导靶向
治疗、预测治疗反应及判断预后
的一种病理诊断技术。从本质上
讲，凡是基于组织和细胞分子水
平上的疾病诊断都是分子病理诊
断，这是广义的分子病理诊断，如
免疫组化诊断。但目前公认的是
狭义的分子病理诊断，即基于细
胞或组织基因水平的病理诊断。

基因检测的优势
第一，基因检测可以对健康人

群进行早期的筛查；第二，对于确
诊患者，基因检测可以有效帮助选

择敏感药；第三，基因检测可以辅
助判断患者预后，为患者的个体化
治疗提供客观依据。

哪些患者需要做基因检测
目前，国内外针对肺腺癌研究

得比较多，发病机制研究也比较清
楚，导致肺腺癌突变的驱动基因突
变70%~80%已经找到，大部分肺腺
癌可以通过基因检测，匹配相对应
的靶点药物。肺腺癌的国内外治
疗指南里面都强调了要做基因检
测。

而肺鳞癌，基因突变概率低，
一般不主张做基因检测，除非患者
从不吸烟，或者标本很小的肺鳞癌
主张做基因检测；如果是吸烟的男
性鳞癌，指南不推荐做基因检测，
如果病理组织还够的话，建议也做
一下基因突变检测。

因为小细胞肺癌的突变类型
不同，目前极少使用靶向药物，所
以基因检测的意义不大。
病理检测常见送检样本有哪些

肿瘤组织石蜡标本：包括手
术、穿刺等方法获取的标本。

细胞学标本：包括胸腔积液
（上清优于沉渣细胞），穿刺活检，
肺泡灌洗液等（制成石蜡包埋标
本，进行肿瘤细胞比例评估）。

液体活检标本：常规选择血
液，如脑膜转移，选择脑脊液。

基因检测的方法有哪些
常见的基因检测方法包括

PCR（聚合酶链反应）法、FISH（荧
光原位杂交）法、测序法（一代测
序、二代测序）等。不同的方法灵
敏度不同，检测范围也不尽相同。

PCR 法可以检测突变、基因

融合等，但只能检测已知基因位点
的突变，鉴于成本的问题，一般检
测范围比较局限，只能检测某些已
知基因的某些位点。

FISH 主要检测基因断裂、融
合、扩增、缺失等，一般不能检测突
变。测序法中一代测序可以检测
基因突变、缺失插入等，但检测步
骤复杂，检测范围仍然比较局限，
也是只可以检测已知基因的已知
位点。

相较于一代测序，二代测序法
是目前应用的新型的基因检测，二
代测序又称为高通量测序，目的是
检测大范围的目的基因，甚至可以
检测未知位点，在当前肿瘤治疗领
域正逐步被广泛应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商丘市中
医院病理科）

放射科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当我们因为身体不适而去
医院就诊时，医生会根据症状建议
做影像检查。

影响检查如同医生的“透视
眼”，能探查体内疾病的蛛丝马
迹，为了确保检查结果准确无误，
在接受影像检查时要注意以下事
项。

首先，要明白影像检查的重要
性。影像检查能够帮助医生观察
体内的情况，如骨折、肿瘤、感染
等，这些是肉眼无法直接看到的，
通过影像检查，医生能够更准确地
判断病情，并给出相应的治疗建
议。

接下来，要了解影像检查都能
查什么。影像检查，就像一双神奇
的眼睛，帮助我们洞察人体内部的
秘密。在医学诊断中，影像检查扮
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能够揭示
出许多肉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疾
病。

X射线，作为最早的影像技术
之一，至今仍然是最常用的影像检
查手段。它通过不同组织对 X 射

线吸收程度的不同，形成黑白对比
的影像。X 射线检查特别适用于
发现肺部疾病，如肺结核、肺炎和
肺癌。此外，骨折、关节炎等骨骼
问题也常通过 X 射线检查来诊
断。

CT 扫描，也就是计算机断层
扫描。其原理基于 X 射线的使用
和计算机的数据处理。在 CT 扫
描中，X 射线通过患者身体，并被
不同组织吸收。检测器测量通
过组织的 X 射线量，并将数据传
输给计算机进行处理。计算机
根据这些数据重建出患者身体
的横截面图像，提供更为详细的
解剖信息。CT 扫描的分辨率很
高，能够精确地显示肿瘤、出血、
感染及器官损伤等情况。特别是
对于脑部、胸部和腹部疾病的诊
断，CT 扫描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
信息。

MRI，即磁共振成像，它使用
强磁场和无线电波来产生身体内
部的详细图像。与CT扫描相比，
MRI检查具有无辐射、对软组织高
分辨率显示等优点，能够提供详细

的解剖结构信息，对某些复杂的外
伤 情 况 有 着 较 好 的 诊 断 能 力 。
MRI检查特别擅长于软组织的成
像，如大脑、脊髓、关节和内脏器
官，它能够帮助医生发现早期的多
发性硬化症、脑瘤、肌肉拉伤等问
题。

超声检查，是利用声波在人体
内的反射来形成图像的方法。超
声检查无痛且无辐射，非常适用于
孕妇的胎儿检查。此外，超声检查
还可以检查出肝脏、胆囊、肾脏和
心脏等器官的疾病。如心脏病患
者可能会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以
观察心脏的结构和功能。

PET扫描，即正电子发射断层
扫描，是一种先进的影像技术，它
通过检测放射性药物在体内的分
布来显示器官和组织的功能状
态。PET 扫描能够显示出癌细胞
的活动区域，常用于癌症的检测和
评估。同时，PET扫描也能帮助评
估心脏病和神经系统疾病。

除了上述常见的影像检查手
段，还有一些特殊的影像技术，如
乳腺钼靶检查用于早期乳腺癌的

筛查，血管造影用于查看血管状况
等。

那么，如何正确进行影像检查
呢？

穿着舒适的衣物：在进行影像
检查时，建议穿着轻便、宽松的衣
物，避免携带金属饰品或其他可能
干扰影像的物品。

清楚自己的病史：在检查前，
向医生详细说明自己的病史和当
前的症状，这对于选择正确的检查
方法和参数设置至关重要。

了解检查流程：不同的检查有
不同的流程。如CT扫描可能需要
躺在一个移动的床上，随着床进入
机器内部。而超声检查则相对简
单，可能只需要躺在床上，医生在
需要的部位涂抹导联胶后用探头
进行检查。

跟随医务人员指导：在检查过
程中，务必听从医务人员的指导。
他们会告诉你如何调整体位、何时
屏住呼吸等，以确保图像的清晰
度。

保持放松：虽然某些检查过程
可能令人紧张或不自在，但是尽量

保持放松状态，有助于获得更好的
检查结果。

询问检查结果：耐心等待并遵
循复查建议。完成影像检查后，并
非立即就能得到结果，专业的放射
科医生需要对获取的图像进行仔
细解读和分析。拿到报告后，切勿
忽视医生提出的复查建议，定期随
访和及时复查有助于疾病的早期
发现和有效治疗。

注意个人安全：特别是孕妇或
有特殊疾病的人群，在做某些影像
检查前应告知医生，以免影响自身
和胎儿的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影像检查也存
在一定的风险，若频繁接受X射线
或 CT 扫描会增加辐射暴露。因
此，在接受任何形式的影像检查
前，都要仔细权衡利弊。

通过上述介绍，大家对影像检
查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
正确进行影像检查不仅关乎检查
过程的顺利进行，更直接影响到诊
断的准确性。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中医院珠
海医院影像科）

影像技术的发展为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其中，
核磁共振成像（MRI）作为一种先进
的影像技术，因其独特的优势而广
泛应用于临床医学。然而，除了核
磁共振成像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类
型的影像技术，如X射线、计算机断
层扫描（CT扫描）、超声波成像（Ul-
trasound）等。

首先，我们来看看MRI（磁共振
成像）。MRI 是一种利用强大的磁
场和无线电波来获得人体内部结构
图像的技术。它的优点在于能够提
供非常清晰、详细的软组织图像，对
于脑部、脊髓、关节、肌肉等部位的
检查尤为有效。此外，MRI无辐射，
相对于其他影像技术来说，对患者
的健康风险较小。然而，MRI 的缺
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包括成本较高、
检查时间较长，以及对于放有心脏
起搏器等内置电子设备的患者不适

用。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X 射

线和 CT 扫描。X 射线成像是一种
利用X射线穿透人体并在胶片上形
成影像的技术。它是最早的医学影
像技术之一，主要用于检查骨骼和
某些疾病，如肺炎。CT扫描则是在
X射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通过
围绕患者旋转的X射线发射器和探
测器，结合计算机处理，生成横断
面图像，从而提供更详细的身体结
构信息。X 射线和 CT 扫描的优势
在于检查速度快，成本相对较低，
尤其是对骨骼和肺部疾病的诊断
非常有效。然而，它们使用中有辐
射，长期或频繁暴露可能增加患癌
症的风险。

超声波成像是另一种广泛应用
的影像技术，它通过发射高频声波并
接收其反射波来生成图像。超声波
成像的优点包括成本低廉、操作简

便、无辐射，因此对孕妇和儿童等敏
感人群非常安全。它特别适用于观
察体内的液体和软组织结构，如胎
儿、心脏、肝脏等。然而，超声波成像
的分辨率相对较低，无法提供像MRI
那样详细的图像，而且对于气体或骨
骼等介质的穿透能力较弱。

总的来说，每种影像技术都有
其独特的优势和局限性。MRI以其
卓越的软组织成像能力和无辐射的
特点，在诊断某些疾病时具有不可
替代的作用。X 射线和 CT 扫描因
其快速、经济、对骨骼和某些疾病诊
断的有效性而被广泛应用。超声波
成像则以其安全、便捷、成本低廉的
特点，在特定情况下发挥重要作
用。在实际应用中，医生会根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和需要诊断的疾病类
型，选择合适的影像技术。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安阳市内
黄县人民医院核磁共振科）

尿液，作为人体代谢废物的排泄物，不
仅是身体健康状况的反映，还蕴藏着许多
关于个体健康的重要信息。尿液常规检验
是一项简单而有效的检查方法，通过分析
尿液中的成分和特性，可以帮助医生评估
个体的健康状况，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
本文将解析尿液常规检验，揭示其中蕴含
的健康信号。

尿液中的成分
尿液是由肾脏滤出的血液中的废物和

过剩物质组成的。正常情况下，尿液主要包
含水、尿素、尿酸、尿酸盐、钠、钾、氯等成分，
以及一小部分蛋白质、葡萄糖、酮体等。通
过分析尿液中这些成分的含量和比例，可以
了解个体的代谢情况、肾功能、水电解质平
衡等。

尿液常规检验项目
尿液常规检验通常包括外观、比重、pH

值、蛋白质、葡萄糖、酮体、胆红素、尿胆原、
亚硝酸盐、白细胞等项目。这些项目反映了
尿液的颜色、浓度、酸碱性质，以及其中是否
存在蛋白质、糖类、胆红素、细菌等异常成
分，从而帮助医生判断个体的健康状况。

尿液常规检验的意义
尿液常规检验是一项简单而重要的临

床检查方法，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评估肾功能：尿液中的尿素、肌酐等指

标可以反映肾脏的滤过和排泄功能，有助于
评估肾功能的健康状况。

筛查疾病：尿液中的蛋白质、葡萄糖、酮
体等异常成分可能是某些疾病的早期信号，
如糖尿病、肾脏疾病等，通过尿液常规检验
可以及早发现并进行干预治疗。

监测治疗效果：某些疾病治疗过程中，
尿液中的成分可能会发生变化，通过定期进
行尿液常规检验，可以监测治疗效果，指导
后续治疗方案的调整。

保持健康：定期进行尿液常规检验有助
于了解个体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健康问题，采取预防措施，
保持身体健康。

尿液常规检验的注意事项
尿液常规检验虽然简单易行，但也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收集方法：收集尿液样本时，应注意避免污染，使用干净

的容器收集，避免附着异物。
时间：最好在早晨第一次排尿后进行检查，因为这时尿液

的浓度和成分更具代表性。
饮食：在进行尿液常规检验前，应避免摄入过多的水或食

物，以免影响检测结果。
妇女注意事项：妇女在月经期间和怀孕初期，可能会影响

尿液的检测结果，因此应避免在这些特殊时期进行检查。
结论

尿液常规检验是一项简单而重要的临床检查方法，通
过分析尿液中的成分和特性，可以了解个体的健康状况，发
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定期进行尿液常规检验有助于评估肾
功能、筛查疾病、监测治疗效果，保持身体健康。因此，应重
视尿液常规检验，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时进行检查，保障身体
健康。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林州市中心血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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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与其他影像技术的区别
□史素莉

肾脏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它的
主要功能是生成尿液，清除体内代谢产
物及毒物，同时调节水、电解质和酸碱平
衡。当肾脏功能出现问题时，会影响到
身体的正常代谢和健康。因此，定期进
行肾功能检查对于及时发现和诊断肾脏
疾病至关重要。

肾功能检查的项目
血清肌酐：血清肌酐是肌肉代谢的

产物，通过肾脏排泄。血清肌酐升高通
常表示肾功能受损。

血尿素氮：血尿素氮是蛋白质代谢
的产物，同样通过肾脏排泄。血尿素氮
升高也可能暗示肾功能异常。

血尿酸：血尿酸升高与肾脏排泄功
能下降有关，也可能是痛风等疾病的指
标之一。

尿蛋白：尿蛋白是肾脏滤过功能受
损的表现，可用于诊断肾脏疾病。

尿量和尿液比重：尿量和尿液比重
的变化可以反映肾脏的浓缩和稀释功
能。
常见肾脏疾病与肾功能检查的关系

慢性肾脏病：慢性肾脏病是指肾脏
结构或功能持续异常超过 3 个月。肾
功能检查中的血清肌酐、血尿素氮等
指标升高，同时可能伴随有尿蛋白的
增加。定期的肾功能检查可以帮助监
测病情的进展。

肾炎：肾炎是肾脏的炎症性疾病，
可导致肾功能损害。肾功能检查可以
发现血清肌酐、血尿素氮升高，尿蛋白
增加等异常。

糖尿病肾病：糖尿病患者易并发肾
脏病变。定期的肾功能检查对于早期发
现糖尿病肾病非常重要。

高血压肾病：长期高血压病可导致
肾脏损伤。肾功能检查可出现血清肌
酐、血尿素氮升高，尿蛋白等指标异常。

肾小球肾炎：肾小球肾炎是一组以
血尿、蛋白尿、水肿和高血压病为主要
表现的肾脏疾病。肾功能检查中的尿
蛋白、血清肌酐和血尿素氮等指标可能
会出现异常。

肾结石：肾结石是尿液中的某些成
分在肾脏内结晶形成的固体团块。影像
学检查，如超声波、CT等，是诊断肾结石
的主要手段。然而，肾功能检查也能提
供一些线索，如尿液中的红细胞增多、尿
酸或钙等代谢异常。

肾功能检查的注意事项
检查前准备：检查前需要遵守特殊

的饮食和药物限制，避免剧烈运动。
定期检查：对于高危人群，如慢性疾病患者、长期用药

者等，建议定期进行肾功能检查。
综合分析：肾功能检查结果应结合临床表现、病史和

其他检查进行综合分析，以明确诊断。
总之，肾功能检查是评估肾脏健康状况的重要手段之

一。了解常见肾脏疾病与肾功能检查的关系有助于更好
地关注肾脏健康，及时发现潜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预
防和治疗措施。若有相关疑虑或需要进一步医学建议，可
以咨询专业医生。保护肾脏，关爱健康，从定期检查开始。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中医院）

在现代 医 学 中 ，早 期
诊断是提高治疗效果和患
者预后的关键。对于肺部
疾病而言，胸部 X 光和 CT
扫描是两种常用的影像检
查方法，它们在早期发现
疾病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下面来了解一下
这两种检查方式是如何帮
助我们及早发现肺部问题
的。

胸部 X 光检查：胸部 X
光检查是一种快速、简便且
成本较低的影像检查方法，
它能够提供关于肺部、心
脏、大血管、胸骨和肋骨等
结构的初步信息。当医生
怀疑患者存在肺部疾病时，
通常会首先建议进行胸部X
光检查。在X光片上，正常
的肺组织呈黑色，而异常区
域（如肺炎、肿瘤或积液）则
显示为白色或浅灰色。这
些异常阴影可以帮助医生
识别出潜在的问题，比如感
染、肺结核、肺癌等。尽管
胸部 X 光对于发现一些早
期的肺部问题有一定的限
制，但它仍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初筛工具。

CT 扫描：CT 扫描（计
算机断层扫描）是一种更为
先进的影像技术，它使用
X 射线和计算机处理技术
来生成身体内部的详细横
截面图像。与胸部 X 光相
比 ，CT 扫 描 能 提 供 更 高
的分辨率和更多的细节，
使 得 医 生 能 够 更 精 确 地
检 测 到 肺 部的微小变化。
CT 扫描尤其擅长于发现
肺部结节、肺栓塞、间质性
肺病等问题。此外，高分
辨 率 CT（HRCT）扫 描 更
是被用于评估肺纤维化和
其 他 细 微 的 肺 部 结 构 改
变。

在进行 CT 扫描时，患

者需要躺在一个移动的检
查台上，检查台会缓慢通过
一个圆形开口，机器会围绕
患者旋转并采集数据。整
个过程需要患者按照指示
配合呼吸以获得清晰的图
像。CT扫描虽然比X光辐
射剂量稍高，但在临床实践
中仍然是安全的，并且其带
来的益处远大于潜在的风
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胸
部X光和CT扫描都是非常
有用的检查项目，但它们并
不是万能的。有时，即使
影 像 学 检 查 结 果 是 正 常
的，患者仍可能存在肺部
疾病。因此，医生会结合
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实
验室检查和病史等信息，
综合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
的检查或治疗。

最后，预防总是优于治
疗。定期的健康检查，特别
是对于高风险人群（如长期
吸烟者或有家族肺癌史的
人），可以早期发现问题并
进行干预。此外，保持健康
的生活方式，如戒烟、均衡
饮食、适量运动和避免接触
有害物质，也是预防肺部疾
病的重要措施。

总的来说，胸部 X 光和
CT扫描是早期发现肺部问
题的重要手段。它们各有
优势，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
择适当的检查方法。然而，
任何一种检查都不能单独
作为诊断的唯一依据，必须
结合其他临床信息进行综
合评估。通过这些高科技
的检查手段，可以更早地发
现肺部问题，从而及时进行
治疗，提高治愈率和生活质
量。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聊
城市茌平区人民医院胸外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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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了解肺癌分子病理检测
□闫玉玲

在当前快节奏的生活中，心脏
病、糖尿病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人
们健康的隐形杀手。幸运的是，现
代医学手段为人们提供了早期预警
和风险评估的手段。其中，生物化
学检验是一种高效且准确的方法，
能通过分析患者体内的生物化学物
质，揭示出潜在的健康问题，从而帮
助患者及时采取措施，降低患病风
险，守护其身体健康。

生物化学检验对于评估心脏
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具有重
要意义。这些检验深入探索体液
中的生物化学物质，如同解读身体
的密码，通过血液、尿液等样本的
分析，揭示身体内部的生理功能和
代谢状态，了解患者身体的当前状
况，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健康问
题。

在心脏病风险评估领域，生物
化学检验通过深入分析血液中的胆
固醇、甘油三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以及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DL-C）等关键指标，能获取

有 关 心 脏 健 康 的 重 要 信 息 。 当
LDL-C和甘油三酯水平异常升高，
同时HDL-C水平异常降低时，通常
预示着心脏疾病风险的显著增加，
也反映脂质代谢的失衡，更是动脉
粥样硬化等心脏疾病的早期信号。
通过定期的生物化学检验，可以及
早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采取干预
措施，保护心脏健康。除了脂质谱
的分析，心肌酶谱的检测也为心脏
病诊断提供有力的支持。当心肌细
胞受损时，特定的酶类物质会释放
到血液中，导致心肌酶谱发生变
化。利用生物化学检验，能准确检
测这些酶类物质的水平，从而判断
心肌是否受损及受损的程度，这对
于早期诊断心脏疾病、评估病情严
重程度，以及指导治疗方法都具有
重要作用。

在评估糖尿病风险时，生物化
学检验发挥核心作用，主要聚焦于
血糖、糖化血红蛋白（HbA1c）及胰岛
素水平等关键指标。持续性的高血
糖状态和 HbA1c 水平的异常升高，

往往被视为糖尿病的潜在征兆，揭
示体内葡萄糖代谢紊乱。同时胰岛
素水平的异常变化亦不容忽视，可
能预示着胰岛素抵抗的存在或胰
岛素分泌的不足，这些因素均会增
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通过生物
化学检验对这些指标的精准测量
和分析，能深入地了解患者个体的
糖代谢状态和胰岛素功能，从而为
糖尿病的早期预警和风险评估提
供有力依据。这种科学的评估方
法有助于及时发现潜在的糖尿病
风险，更能指导他们采取针对性的
预防措施，降低患病风险，维护身
体健康。

总之，生物化学检验对于心脏
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评估具
有重要作用和应用价值，通过深入
分析体液中的生物化学物质，揭示
身体内部的生理变化和代谢状态，
为预测潜在健康问题提供有力依
据。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济南市第
四人民医院）

生物化学检验检测慢性病
□尹伯姝

胸部X光或CT扫描
如何早期发现肺部问题

□于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