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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简明核医学教程》共分17章，前3章主要介绍核医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术
，简要介绍有关核医学物理基础、核医学仪器、放射性药物、辐射生物效应与防护、放射示踪技术等
。
其中重点介绍了分子影像学技术，从基本定义、影像特点、研究方向到临床应用进行系列介绍。
第4章至第12章，全面介绍各系统核医学显像技术与临床应用，精简和淘汰了陈旧和不常用的内容，突
出近年来发展较快、大家公认、各科接受的新方法、技新术、新思维。
第13章至第17章主要介绍核素治疗技术与方法，特别对核素治疗甲状腺疾病的方法与临床应用结合了
最新美国甲状腺协会（ATA）指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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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原理 二、显像方法 三、适应证与禁忌证 四、临床应用评价 第_二节心肌活力的检测 一、心肌显像
方法 二、心肌葡萄糖代谢显像方法 第三节放射性核素心脏功能显像 一、显像原理 二、检查方法 三、
适应证与禁忌证 四、临床应用 五、与相关学科的比较 第四节梗死心肌阳性显像 一、显像原理 二、图
像分析 二三、临床应用 第五节心血管系统核医学显像进展的简介 一、心脏受体显像 二、心肌乏氧显
像 三、凋亡显像 四、动脉粥样斑块显像 五、血栓显像 第六章神经系统 第一节脑血流灌注显像 一、基
本原理 二、显像方法 三、图像分析 四、临床应用 第二节脑血流灌注显像介入试验 一、基本原理 二、
介入方法 三、图像分析 四、临床应用 第三节脑代谢显像 一、基本原理 二、显像方法 三、正常图像 
四、临床应用 第四节脑受体显像 一、基本原理 二、脑受体显像剂 三、显像方法 四、临床应用 第五节
血脑脊液屏障显像 一、放射性核素脑血管显像 二、脑静态显像 第六节脑脊液问隙显像 ⋯⋯ 第七章 内
分泌系统 第八章 消化系统 第九章 呼吸系统 第十章 骨骼系统 第十一章 泌尿生殖系统 第十二章 其他显
像技术 第十三章 放射性碘（131）治疗甲状腺疾病 第十四章 放射性药物治疗骨转移癌 第十五章 放射
性药物介入治疗 第十六章 放射性药物敷贴治疗 第十七章 其他放射性药物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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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PET／CT扫描是了解区域和全身淋巴结转移的主要方法，淋巴结显像也是显示区
域淋巴结的方法之一。
它是利用淋巴系统具有的吞噬、输送和清除异物的功能，将不能直接进入毛细血管内的放射性药物（
分子量>37000或分子直径>4～5nm）注入局部组织间隙内，经毛细淋巴管随淋巴液被输送到淋巴结，
一部分被吞噬细胞摄取而暂时潴留在淋巴结内，其余部分则随淋巴液转运到下站淋巴结，最后进入血
液循环，被肝、脾单核一巨噬细胞系统清除。
基于示踪原理，用核素探测技术跟踪显示放射性药物经过的淋巴结和淋巴通道及输送过程，即淋巴显
像。
 前哨淋巴结又称哨兵淋巴结（sentinel lymph node，SLN）它是指病灶引流的第一站淋巴结。
显示前哨淋巴结的方法统称前哨淋巴结显像。
目前，除核素显像方法外，还有生物染料显示法、超声造影法等，但以核素显像法灵敏度最高，找到
前哨淋巴结的阳性率最高。
 一、前哨淋巴结显像 （一）显像药物 放射性硫化锑胶体是目前临床最常用前哨淋巴结显像药物
，99mTc—硫化锑胶体（99mTc—antimony sulfide colloid，99mTc—ASC）颗粒直径分别为5～15nm。
此外，也有用991c标记单克隆抗体（如99mTc标记利妥昔单抗等）和血清白蛋白（如99mTc—血清白蛋
白聚合颗粒，99mTc—microcolloidal albumin）等。
 （二）前哨淋巴结显像方法 方案1（不与活性蓝联合方法）：术前24小时左右，将99mTc—血清白蛋
白聚合颗粒lmCi（体积4ml，80％的粒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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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医学院校教材:简明核医学教程》内容全面、文字精炼、重点突出、实用性强，特别适合核医学
本科教学，也是临床各科医师了解核医学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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