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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感到关节不适，比如疼
痛、僵硬时，难免会担心自己是不
是患了关节炎。关节炎是一种常
见的关节炎症性疾病，而影像学检
查在其诊断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关节
炎影像学检查领域，深入了解如何
应用这些检查方法全面解析关节
炎，守护我们的健康。

基本知识
关节炎是由于多种原因引发

的关节炎症性疾病，如感染、免疫
系统异常、代谢异常等都可能导
致关节炎。主要症状包括关节疼
痛、肿胀和僵硬等，严重时甚至会
造成关节畸形和功能障碍。关节
炎的种类繁多，常见的有类风湿
关节炎、骨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
等。

检查方法
影像学检查是诊断关节炎的

重要手段，主要包括 X 线检查、
CT（计算机层析成像）检查、MRI
（磁共振成像）检查和超声检查。

X线检查 是关节炎常用的影
像学检查方法。医生利用X线检
查可以观察关节的骨质结构，评
估关节破坏程度，以及关节间隙
狭窄等情况。尤其对于骨关节炎
和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意义重
大。

CT检查 能够精确评估关节
的细微结构，观察关节病变程
度。CT检查具有较高的分辨率，
能发现关节骨质侵蚀、关节间隙
狭窄等病变。

MRI 检查 一种无创的检查
方法，可以评估关节软组织病变，
如 滑 膜 增 生 、关 节 腔 积 液 等 。
MRI检查具有较好的软组织分辨
率，能全面了解关节及其周围软
组织的病变情况。

超声检查 一种实时动态的
检查方法，可以观察关节及周围
软组织的病理改变。超声检查具
有无创、无痛、无辐射等优点，适
用于关节炎患者的早期诊断和病
情监测。

影像学特点
不同类型的关节炎有着不同

的影像学特点。
类风湿关节炎 这是一种以

慢性侵蚀性关节炎为特征的全身
性自身免疫病。其影像学特点为
关节间隙狭窄、关节侵蚀及关节
软组织肿胀等，随着病情发展，会
出现关节畸形和脱位。X线检查，
可见关节周围软组织肿胀影，关
节间隙，增宽或变窄；CT 检查和
MRI 检查，能进一步显示关节结
构的细微变化；超声检查，可观察
滑膜增生及血流情况。

骨关节炎 这是一种常见的
退行性关节疾病，主要累及负重
关节，如膝关节、髋关节等。其影
像学特点是关节骨质增生硬化、
关节间隙变窄，以及关节边缘骨
赘形成等。X线检查，可见关节间
隙变窄，骨质增生硬化；CT检查，
可显示关节面及边缘骨赘形成；
MRI 检查，可以评估关节软骨的
厚度和完整性。

痛风性关节炎 这是一种代
谢性关节疾病，主要因尿酸代谢
异常，导致尿酸盐沉积在关节软
骨和滑膜上引起。其影像学特点
是尿酸盐结晶沉积导致的关节骨
质侵蚀破坏等。X线检查，可见关
节软骨下骨质侵蚀；CT 检查，可
发现尿酸盐结晶；MRI检查，有助
于发现早期滑膜炎症和积液。

检查结果
解读影像学检查结果，需要

专业知识和经验。医生会根据影
像学特征判断是否存在关节病
变，并鉴别不同类型的关节炎。

综合利用多种检查方法 不
同的影像学检查方法，各有优缺
点。综合利用多种检查方法，能
提高诊断的准确性。例如，X线检
查和 CT 检查可以观察关节骨质
结构，MRI 检查能评估关节软组
织病变，超声检查可实时动态观
察关节及周围软组织的病理改
变。

关注异常表现 医生会关注

关节骨质侵蚀、关节间隙狭窄、软
组织肿胀等异常表现，这些症状
可能提示有不同类型的关节炎。

排除其他疾病 影像学检查结
果需要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进行分
析，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类似表现的
疾病。比如感染性关节炎、结晶性
关节炎等可能也有类似的影像学
特征，需要与类风湿关节炎和痛风
性关节炎进行鉴别诊断。

治疗与预防
关节炎的治疗和预防相辅相

成。治疗方面，根据关节炎的类
型和严重程度，可以采取药物治
疗、物理治疗或手术治疗等措施，
以缓解症状、减缓病情发展。预
防方面，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至
关重要，避免过度劳累和损伤，加
强关节保护，从而降低关节炎发
病率。科学的治疗和预防措施，
可以有效应对关节炎，提高生活
质量。

（作者供职于广西壮族自治
区贵港市中西医结合骨科医院）

关节炎影像学检查解析关节炎影像学检查解析
□叶旭华

在现代医学领域，影像学诊
断技术如 X 线检查，CT 检查、磁
共振成像（MRI）等，为医生准确
判断病情提供了有效帮助。然
而，一提到这些检查，很多人往往
会担心辐射问题。那么，影像学
诊断中的辐射到底有多大危害？
又该如何正确看待呢？

认识辐射
辐射，简单来说就是能量以

电磁波或粒子形式在空间传播的
现象。在医学影像学领域，我们
主要关注的是电离辐射，主要包
括X线和部分高能粒子（如CT检
查中使用的 X 线）。电离辐射具
有足够的能量，能够直接或间接
作用于人体细胞，引起分子结构
改变，长期或大量暴露可能增加
患癌风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医学影像学检查中的辐射剂量一
般远低于对人体造成显著伤害的

阈值，且在医疗实践中，益处（如
准确诊断）往往远大于潜在的风
险。

辐射水平
X 线 作为较早应用于医学

影像学技术，X 线检查（如胸片、
骨折检查）的辐射剂量相对较
低。单次检查所接受的辐射量相
当于自然界中几天或几周内累积
的自然辐射量。

CT检查 相比X线，CT检查
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三维图像，但
因其需要多层扫描并重建图像，
辐射剂量相对较高。不过，现代
CT 检查设备多采用低剂量扫描

技术，有效降低了辐射暴露。
MRI 检查与超声检查 这两

种检查技术不依赖电离辐射。因
此，被认为是完全无辐射的影像
学诊断方法。MRI检查采用磁场
和无线电波工作原理，而超声检
查是利用声波成像工作原理，均
安全无害。

安全措施
遵循医生的建议 医生决定

进行影像学检查之前，会根据患
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权衡检查
的必要性和潜在风险。如果医生
认为某项检查对诊断病情至关重
要，那么患者应该积极配合。同

时，患者也可以向医生咨询相关
影像学检查的辐射剂量和风险。

选择合适的检查方法 在影
像学诊断中，不同的检查方法具
有不同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比
如，软组织病变，MRI检查一般会
比X线检查和CT检查更具优势，
而且没有辐射风险。因此，在可
能的情况下，应优先选择无辐射
或辐射剂量较低的检查方法。

控制检查次数 尽量避免不
必要的重复检查，减少辐射暴
露。如果已经进行了某项检查，
并且结果能够满足诊断需求，就
不要再进行相同或类似的检查。

保护敏感部位 在进行 X 线
和 CT 检查时，可以使用铅围裙、
铅脖套等防护用品，保护身体的
敏感部位，如性腺、甲状腺等。这
些防护用品可以有效降低辐射对
敏感组织的影响。

虽然辐射存在一定的风险，
但是人们也不能因噎废食，过分
恐惧影像学诊断中的辐射。在现
代医学中，影像学诊断技术是不
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能够帮助医
生及时发现疾病，为患者提供准
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

总之，影像学诊断中的辐射
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只要
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合理应用，
就可以在保证诊断准确性的前
提下，最大限度降低辐射的影
响。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梁山县
人民医院）

辐射安全知识
□王金发

细胞学检查就是对细胞的形
态、结构等进行观察分析，从而判
断身体是否存在病变。细胞学检
查如同一把开启微观世界大门的
钥匙，使医生能够深入细胞层面，
探寻疾病的蛛丝马迹。

细胞作为生命的基本单位，人
体的各种组织和器官皆由无数细
胞构成。当身体出现病变时，细胞
常常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可能包括
形态改变、大小异常、细胞核变形
等。而细胞学检查正是利用这些
变化来判断疾病的性质与程度。

其中，宫颈涂片检查是较为常
见的细胞学检查方法之一。对女
性而言，此项检查至关重要。利用
采集的宫颈部位细胞样本，在显微
镜下观察细胞形态，能够早期发现
宫颈癌及癌前病变。不少宫颈癌

病例正是因为及时进行了细胞学
检查，得以在早期被察觉并实施有
效治疗，从而大幅提高了患者的生
存率。

除了宫颈涂片检查，胸腔积液、
腹水、痰液等体液的细胞学检查也
意义重大。当患者出现胸腔积液
或腹腔积液时，检查积液中的细
胞，可判断积液性质是良性还是恶
性。若在痰液中发现异常细胞，则
可能暗示肺部存在病变。

细胞学检查的过程看似简单，

实则蕴含着严谨的科学原理与精
细的操作技巧。医生先要采集合
适的细胞样本，这一步骤极为关
键，因为样本质量直接关乎检查结
果的准确性。采集到样本后，进行
处理，如固定、染色等，以便更好地
观察细胞形态。接着，在显微镜
下，医生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胞，寻
觅可能存在的异常。他们犹如侦
探一般，不放过任何细微线索，对
细胞的形态、大小、染色质分布等
特征进行分析，判断细胞是否正

常。
与其他检查方法相比，细胞学

检查具有诸多独特优势。其一，它
是一种无创或微创的检查方式，对
患者身体损伤较小。比如宫颈涂
片检查和痰液细胞学检查几乎不
会给患者带来痛苦。其二，细胞学
检查能够在疾病早期发现病变，为
患者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此外，
细胞学检查成本相对较低，适合大
规模筛查。

然而，细胞学检查也并非尽善

尽美。它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对于
某些病变，可能无法提供明确的诊
断结果，需要结合其他检查方法综
合判断。而且，检查结果受样本采
集、处理和分析等多个环节影响，
存在一定误差。

尽管如此，细胞学检查在医学
诊断中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相信在未来，细胞学检查将更
加准确、高效，为人类健康事业做
出更大贡献。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正确认
识细胞学检查的重要性。对于一
些高危人群，如长期吸烟的人、有
癌症家族史的人等，应定期进行相
关细胞学检查，以便早期发现疾
病，及时进行治疗。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佛山市南
海区第七人民医院）

什么是细胞学检查
□张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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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便隐血试验知多少
□闵祥玺

在日常生活中，肠道健康容易
被大家忽视，但是肠道是人体健康
重要的组成部分。肠道不仅负责
消化食物和吸收营养，还参与免疫
调节和废物排泄。肠道出现问题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粪
便隐血试验，作为一种简单而有效
的检测方法，能够检测到肠道健康
的微妙信号，帮助人们及时发现潜
在的健康问题。

什么是粪便隐血试验
粪便隐血试验是一种利用化

学方法或免疫方法检测粪便中微
量血液的临床检测项目。在正常
情况下，人体胃肠道每天会有少量
生理性失血，大约为0.6毫升，这种
失血通常不会造成粪便外观的改
变，也无法用肉眼或显微镜直接观
察到。然而，当消化道发生少量出
血时，红细胞被消化液破坏，粪便
中便会含有微量血液，这时就需要

通过粪便隐血试验来检测。
临床意义

消化道出血的诊断 粪便隐血
试验是诊断消化道出血的重要手
段，尤其是对于出血量较少的患
者。通过这项试验，医生可以及时
发现患者的消化道出血情况，为临
床治疗提供依据。

恶性肿瘤的筛查 粪便隐血试
验常常作为消化道恶性肿瘤早期
诊断的筛选指标。有关研究发现，
消化道恶性肿瘤在早期可能仅有
少量出血，利用粪便隐血试验，可
以提高上述疾病的早期诊断率，从
而增加治疗成功的可能性。

良性、恶性出血的鉴别 在消
化道溃疡性出血时，粪便隐血试验
呈间断性阳性；消化道癌症导致的
出血，呈现出持续性的特点。因
此，这项试验可以作为判断出血性
质的一种手段。

其他疾病的诊断 粪便隐血试
验阳性不仅与消化道出血相关，还
可能提示肠结核、溃疡性结肠炎、
结肠息肉、钩虫病等疾病的存在。
这些疾病虽然临床表现各异，但是
均有可能引起肠道微量出血。根
据粪便隐血试验结果，医生能够及
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为进一步
的鉴别诊断提供关键线索。

检测方法
粪便隐血试验是检测消化道

出血的重要手段，主要分为化学检
测法方法和高灵敏度免疫学检测
方法。

化学检测方法操作简便、灵
敏度较高。该方法将粪便样本与
特定的隐血试剂进行混合，观察
混合液是否发生颜色变化来判定
检测结果。若混合液颜色发生变
化，则表明样本中存在血红蛋白
或其分解产物，提示可能存在消
化道出血。需要注意的是，化学
检测方法的特异性相对较低，可
能受到食物中某些成分或药物等

因素的干扰，导致假阳性结果的
出现。

相较于化学检测方法，高灵敏
度免疫学检测方法具有更高的灵
敏度和特异性，尤其适用于下消化
道出血检查。该方法利用免疫学
原理，利用检测粪便样本中的特定
抗体（如针对血红蛋白的抗体）来
判断是否存在消化道出血。由于
该方法能够特异性地识别血红蛋
白或其相关成分，因此减少了假阳
性结果的可能性，提高了检测的准
确性。

肠道健康关乎人体整体健康，
而粪便隐血试验则是捕捉肠道健
康微妙信号的重要工具。因此，人
们应该提高对粪便隐血试验的认
识和重视程度，定期进行肠道健康
检查，确保自己的肠道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临沂市费
县人民医院）

脑脊液生化检查犹如一把钥匙，开启
了人们深入了解大脑和神经系统健康状况
的神秘之门。那么，脑脊液究竟是什么？
脑脊液生化检查又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
呢？

脑脊液是存在于脑室及蛛网膜下腔
的一种无色透明液体。它就像大脑和脊
髓的“保护神”，为中枢神经系统提供营
养、缓冲机械冲击，并维持着颅内压稳
定。脑脊液不断循环流动，在这个过程中
与大脑和脊髓细胞进行物质交换，反映神
经系统的生理和病理状态。

脑脊液生化检查，就是对脑脊液中的
各种化学成分进行分析，从而判断神经系
统是否存在疾病。这些化学成分主要包
括蛋白质、葡萄糖、氯化物等。

我们先来看看蛋白质，在正常情况
下，脑脊液中的蛋白质含量较低。如果蛋
白质含量升高，可能意味着神经系统存在
炎症、感染、出血或肿瘤等病变。比如，当
发生化脓性脑膜炎时，脑脊液中的蛋白质
含量会显著升高，同时还可能伴有白细胞
计数的明显增加。在某些神经系统肿瘤
患者中，由于肿瘤细胞的破坏和脑脊液循
环受阻，也会导致蛋白质含量异常。

葡萄糖是脑脊液中的另一个重要指
标。脑脊液中的葡萄糖主要来自血液，其
含量与血糖水平有一定关系。如果脑脊
液中的葡萄糖含量降低，可能提示有细菌
或真菌感染，因为这些病原体在代谢过程
中会消耗葡萄糖。此外，低血糖、糖尿病
酮症酸中毒等全身性疾病也可能影响脑
脊液中的葡萄糖含量。

氯化物在脑脊液生化检查中也具有
重要意义。在正常情况下，脑脊液中的氯
化物含量相对稳定。如果氯化物含量降低，可能与结核性
脑膜炎、低钠血症等疾病有关。而在某些情况下，如呕吐、
腹泻等导致体内电解质紊乱时，也可能影响脑脊液中的氯
化物水平。

除了上述指标外，脑脊液生化检查还可以检测其他一
些成分，如乳酸、酶类等。乳酸含量的升高可能提示脑组织
缺氧或代谢紊乱。某些酶类的异常变化，可能与神经系统
损伤、炎症或肿瘤等有关。

那么，脑脊液生化检查是如何进行的呢？医生一般会
采用腰椎穿刺的方法采集脑脊液标本。这是一种相对安全
的操作，但是需要在严格的无菌条件下进行，避免发生感
染。采集到的脑脊液标本会被送往实验室进行各项生化指
标检测。

脑脊液生化检查对于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鉴别诊断
和治疗效果监测都具有重要价值。比如，怀疑患有脑膜炎
时，脑脊液生化检查可以帮助医生确定是细菌性、病毒性还
是真菌性感染，从而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在一些神经系
统肿瘤诊断中，脑脊液生化检查也可以提供重要的线索。

然而，脑脊液生化检查也并非万能的。它只是一种辅
助检查手段，需要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等其他
检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此外，脑脊液生化检查也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比如，某些疾病在早期可能不会引起脑脊液生
化指标的明显变化。

总之，脑脊液生化检查是一项重要的医学检查手段，它
为人们解开了脑脊液中的“健康密码”。经过对脑脊液中的
各种化学成分进行分析，我们可以了解神经系统的健康状
况，为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有力的依据。在面对神经系
统疾病的挑战时，让我们正确利用脑脊液生化检查方法，守
护大脑和神经系统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菏泽市第三人民医院）

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
□王爱勤

在医学领域，血管健康是
衡量人体整体健康状态的重
要指标之一。血管系统的正
常运作关乎血液循环、营养输
送、废物排放等生命过程。为
了有效监测和维护血管健康，
医学界不断发展和完善各种
检测手段，其中彩色多普勒超
声技术以其无创、实时、准确
的特点，成为血管疾病诊断的
重要工具，被誉为“血管健康
的隐形侦探”。

临床应用
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在血

管健康评估中的应用非常广
泛，彩色多普勒超声可以清晰
显示血管内的血流情况，分析
血流信号的强弱、方向，以及频
谱形态，医生可以判断血管是
否存在狭窄或闭塞。这对于动
脉硬化、血管炎等疾病的早期
发现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血
管畸形，如动脉瘤、动静脉瘘
等，是血管系统中常见病变。

彩色多普勒超声能够准
确显示这些病变的位置、形态
和血流动力学特征，为治疗方
案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血
栓是血管内的一种异常团块，
它会导致血流不畅或完全阻
断。彩色多普勒超声能够敏
感检测到血栓存在，并判断其
大小、位置和形态，这对于预
防和治疗血栓性疾病至关重
要。除了检测血管结构异常
以外，彩色多普勒超声还可以
评估血管的功能状态。比如，
测量血流速度、血流量和血管
阻力等参数，可以了解血管弹
性、顺应性和储备能力等，为
血管疾病预防和治疗提供科
学依据。彩色多普勒超声技
术还可以应用于其他血管相
关疾病诊断，如静脉曲张、静
脉瓣功能不全等。

技术优势
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是

一种无创检查方法，不会对
患者造成任何伤害。这使得
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成为血
管疾病筛查和诊断的首选方
法。

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能
够实时显示血管内的血流情
况，医生可以及时观察到血
流的动态变化。这对于判断
血管疾病的严重程度和制定
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彩
色多普勒超声技术具有高度
的准确性，能够清晰地显示
血管的结构和血流动力学特
征。这使得医生能够准确判
断血管疾病的类型和程度，
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学
依据。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具有较好的可重复性，即在
不同时间点可以进行多次检
查，结果之间的差异很小。

技术局限性
尽管彩色多普勒超声技

术在血管健康评估中具有诸
多优势，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比如，对某些人体较深
部位的血管或血流速度极快
的血管难以获得较为清晰的
图像。此外，对于某些血管疾
病的早期诊断，彩色多普勒超
声的敏感性可能不如其他检
查 方 法（如 磁 共 振 血 管 成
像）。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医
生需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
和临床表现，选择合适的检查
方法。

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作
为一种无创、实时、准确的血
管健康评估工具，在医学领
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不
仅能够准确诊断各种血管疾
病，还能够评估血管功能状
态，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科
学依据。

（作者供职于河南电力医
院功能科）

在人体这一精妙复杂的“机
器”里，甲状腺好似一位默默奉献
的“卫士”，对维持身体正常代谢
功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甲状
腺功能检测就如同打开了身体代
谢奥秘之门的钥匙，帮助人们正
确认识并管理自身健康。

甲状腺是位于颈部的蝴蝶状
内分泌腺体，体积虽小，影响力却
非常大。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
素广泛作用于人体各个器官和组
织，在生长发育、新陈代谢，以及
神经系统功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
调节作用。

甲状腺激素主要有四碘甲状
腺原氨酸（T4）和三碘甲状腺原氨
酸（T3）等。这些激素能促进细胞
氧化过程，增加机体耗氧量和热
量，维持人体正常体温。同时，还

可促进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
物代谢，为身体提供能量。在儿
童生长发育阶段，甲状腺激素对
大脑发育和骨骼生长至关重要。
若婴幼儿时期甲状腺功能低下，
可能引发呆小症，表现为智力低
下和身材矮小。

然而，甲状腺功能并非始终
稳定。自身免疫性疾病、碘摄入
不合理、某些药物副作用等因素，
都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异常。一
旦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会给身
体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是
因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所致。患
者常有心慌、手抖、多汗、食欲亢
进却体重下降、烦躁不安等症
状。相反，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
减）则是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不
足。甲减患者会感到疲劳、怕冷、
记忆力减退、体重增加、皮肤干燥
等。为了能及时发现甲状腺功能
异常，甲状腺功能检测成为重要
手段。常见检测指标包括：促甲
状腺激素（TSH）、T3、T4、游离T3
（FT3）、游离 T4（FT4）（简称为甲

功五项）。TSH是由垂体分泌，可
刺激甲状腺分泌甲状腺激素。在
甲状腺功能异常早期，TSH 变化
比 T3、T4 更为敏感，常作为筛查
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首选指标。若
TSH升高，T3、T4降低，一般提示
为甲减；TSH 降低，T3、T4 升高，
则可能是甲亢。FT3 和 FT4 是未
与蛋白质结合的T3和T4，能更准
确反映甲状腺功能状态。在特殊
情况下，如妊娠、肝病、肾病等，总
T3、T4 水平可能受影响，而 FT3、
FT4相对稳定。

进行甲状腺功能检测时，需
要抽取患者的血液样本进行化
验。检测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饮食、药物、妊娠等。因此，在
检测前患者应向医生详细告知疾
病史和用药情况，以便医生准确
解读结果。

一旦发现甲状腺功能异常，
应及时就医，进一步检查诊断。
甲亢患者常用的治疗方法有抗甲
状腺药物治疗、放射性碘治疗和
手术治疗。甲减患者一般需要长
期服用甲状腺激素进行治疗。

总之，甲状腺功能检测是调
控代谢的关键钥匙，能帮助人们
早期发现甲状腺功能异常，采取
有效治疗措施，维护身体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聊城市
退役军人医院检验科）

甲状腺功能检测
□常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