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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诊断学新的挑战
:

分子影像
—

二十一世纪 的影像诊断学

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43 00 30) 周义成

回顾影像学历 史
,

1以 年圣诞节前夕
,

伦琴发现了

X 线
,

并拍摄出其夫人的手部 X 线 片
。

此第一张 X 线

片震惊了全世界
,

从此医学影像便飞快地发展起来
,

到

近些年
,

已形成了完整的医学影像诊断学
,

为人类 的健

康作出了巨大贡献
。

尽管近 2 0 年来增加 了许许多多新 的影像诊断设

备
,

如正电 子发射体层 (PE r)
、

磁共振成像(MRI )等
,

它

们对人体内部结构分辨得更清楚更精细
,

但是所有 目前

这些技术
,

与 X 线诊断一样
,

它们的诊断基础仍然是人

体解剖学和病理学
。

尽管这些技术很有用
,

但不能早期

直接回答肿瘤的良恶性问题
,

往往还是靠作离体细胞学

或病理学才能最后确认
。

在治疗方法上仍然采用外科

手术
、

放化疗
、

介人治疗等
。

而分子成像的出现
,

为新的

医学影像时代到来带来曙光
。

基因表达
、

治疗则为彻底

治愈某些疾病提供可能
,

因此 目前全世界都在致力于研

究
、

开创分子影像与基因治疗
,

这 就是二十一世纪 的影

像学
。

无疑它将对放射诊断学提出新的挑战
。

助神奇的探针

—
即分子探针

。

其工作原理如下
:

分子探针~ 插入人体细胞 内~ 遇到特定分子时或

特定基因产物 ~ 发射信号~ PE T
、

MRI 或红外线记录其

信号~ 显示其分子图像
、

代谢图像
、

基因转变图像
。

目前有多种分子探针 出现
。

ze th ou ni 宣称
,

他发

明的分子探针
,

已处于
“

革命化 的边缘
” 。

基因表达的影像学 (PE T)

分子探针 (M
o le e u la r Pro l〕e

新的医学影像的观察要超出 目前的解 剖学
、

病理

学概念
,

要深人到组织的分子
、

原子 中去
。

其关键是借

上这类原因罕见
,

故结合临床表现仔细观察图像
,

多能

对病因定性做出较明确的诊断
。

本文结果表明小儿慢性腹痛第一位的原因是浅表

性 胃炎
,

其次为胃动力障碍
,

还有上述其它表现
。

超声

对小儿慢性腹痛的诊断有一定价值
,

它无创
、

无痛苦
、

安全
,

特别适用于儿科临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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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治疗的疗效
。

基因的 MRI

目前正在研究用 MRI
,

使信息核糖核酸 (川 R NA )成

像
,

然后绘出蛋 白分布图
。

M RI 主要是检测出 H + ,

因

此能显示含 H 十

的水分子
,

能显示 出人体 内水 含量差

别图像
。

为了使 M R 显示的分子不是 在水上
,

可利用

顺磁性离子 (Gd lll )
,

具有不成对的电子
,

能和水分子

产生互相作用
、

并产生信号
,

而 Gd lll 的周 围有大 的有

机簇
,

防止以 m 与水产生相互作用
,

当有机簇中有一

支通过 一种糖分子可结合到 Gd
,

条件受 卜乳酸酶的作

用
,

当存在乳酸酶时
,

就会 中断此连接
,

水分子便与 Gd
产生相互作用

,

产生信号
。

当无件乳酸酶时
,

信号便无

改变
。

通过此方法能在活体
_ _

仁用 M R 显示有或无 卜乳

酸酶的组织 图像
。

同时 W ei ss led e
也发 明了一种 特定

技术
,

能产生 M R 信号和图像
。

方法是将 鼠肿瘤细胞

表达为一种改型的膜蛋 白
,

持续将顺磁 离子泵进细胞

内
,

在 MRI 图像上
,

表达此种蛋白的细胞便亮起来
。

去检测肿瘤 内特 定酶的信号
。

关键是将探针插人 细

胞
,

在与靶酶分子产生相互作用 时
,

用红外线撞击
,

染

色体线粒体便发出荧光而产生图像
。

由于所用的是红

外线
,

此不会对细胞造成损害
,

因此具有无 限的潜力
。

缺点是红外线不能伸人到皮下几厘米来示 踪酶
,

但用

内窥镜术
,

可将此技术用于全身
。

问题与展望

用红外线观察基因

目前
,

W ei s s 1e’l e 又获进展
,

不是 用放射线
,

或 M R

上述每一种新的影像技术都有 自己 的优缺点
,

如

PE I
, ,

能记录非常弱的信号
,

但此仪器价贵
、

数 目少
,

全

世界仅有几 十台
。

M R
,

尽管很多
,

且 比 PE T 能记录到

更细小改变
,

但目前仍不敏感
。

因此
,

没有一种方法是

万能的
,

好在我们 已有一个全新的开始
,

其前途是无限

光 明的
。

那么究竟分子影像会对放射诊断产生什么作用
,

目前尚不得而知
,

但是作为放射诊断工作者应当欢迎

此时代的到来并致力于研究分子影像
、

基因治疗
,

这对

我们不仅是一个挑 战
,

而且也是一个极好的机遇
。

放

射诊断学会向何处 去? 不要祀人忧 天
,

正如一位美 国

放射学家说得好
,

影像学将会持续发展
,

但目前放射学

家仍会做放射诊断
。

(199 8
一

12
一

2 8 收稿 )

全国医学影像中高级技师学术会征文通知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与湖北省 医学会拟于 199 9 年夏在珠海市共同召开全国 医学影

像中
、

高级技师学术会议
。

征文内容
:
电子计算机在医学影像技术领域的运用 ; CT 扫描技

术的质量管理与质量控制 ;传统 X 线的质量管理 ; 医学影像技术人员的继续 医学教育
。

稿

件请于 1999 年 6 月 20 日前寄武汉市协和 医 院 CT 室曾祥阶教授收
,

邮编 43 叨22
,

电话 02 7

一 85 72 64 33
。

凡到会交流的论文作者
,

由中华 医学会继续教育部颁发论文证书
,

并授予继

续教育学分
。

会议具体时间
、

地点 另行通知
。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湖北省医学会 《放射学实践》编辑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