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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领域， 影像诊断技术如同医生的

“第三只眼”， 为疾病的诊断提供了直观而精

确的依据。 在众多医学影像技术中，

CT

（计算

机断层扫描）与核磁（磁共振成像，

MRI

）无疑

是两把锐利的“剑”，它们在疾病的早期发现、

定位、 定性诊断以及治疗方案的制定中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将分别从原理、优势及应用等方面，

介绍这两位医学影像界的“双剑客”。

一、

CT

：透视人体的“

X

光升级版”

CT

，全称计算机断层扫描，是利用

X

射

线对人体某一部位进行多层面扫描， 并通过

计算机处理获得该部位的横断面图像。 与传

统的

X

光检查相比，

CT

能够提供更为精细、

立体的组织结构信息。 其优势在于：

1.

高分辨率：能够清晰显示骨骼结构和

部分软组织，对骨折、肺部病变、颅内出血等

疾病的诊断尤为敏感。

2.

快速成像：扫描速度快，适用于急诊

患者，如外伤、卒中等需要迅速明确病情的情

况。

3.

三维重建：通过后期处理，可实现三

维图像的重建， 有助于医生更直观地理解病

变的空间位置。

二、核磁：洞察软组织的“微观侦探”

MRI

，即磁共振成像，是一种利用磁场和

射频波对人体进行无创成像的技术。

它无需电离辐射，对人体无害，尤其适用

于对辐射敏感的人群，如儿童、孕妇等。

MRI

的优势包括：

1.

软组织分辨率高： 对肌肉、 神经、血

管、 关节软骨等软组织的显示效果优于

CT

，

是诊断脑肿瘤、脊髓损伤、软组织肿瘤等疾病

的首选方法。

2.

功能成像： 除形态学成像外，

MRI

还

能进行功能成像，如脑功能成像（

fMRI

），用

于研究大脑活动区域， 对神经科学研究和神

经系统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3.

多序列成像：

MRI

可提供多种成像序

列， 如

T1

、

T2

加权像， 以及弥散加权成像

（

DWI

）等，有助于疾病的鉴别诊断。

三、双剑合璧，共筑健康防线

CT

与

MRI

各有千秋，互为补充。 在实际应

用中，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检查部位及

需求，选择合适的检查方法。

例如，对于骨折、肺部疾病的诊断，

CT

可能

更为合适； 而对于神经系统疾病、 软组织肿瘤

等，

MRI

则更具优势。 两者结合使用，不仅能提

高诊断的准确性， 还能为制定更加精准的治疗

方案提供依据。

总之，

CT

与核磁作为医学影像技术的两大

支柱，共同守护着人类的健康。

随着科技的进步， 这两大技术也将不断更

新迭代， 为医学诊断提供更加高效、 精准的工

具，助力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

（作者单位：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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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核磁：医学影像的“双剑客”

□

王原聪

在医学领域中， 泌尿外科手术是一种常

见的治疗方式，可以有效地治疗尿路结石、前

列腺增生等疾病。然而，手术后的疼痛是患者

最为担忧的问题之一。

如何正确进行护理以及注意事项， 成为

了关乎患者康复的重要环节。

以下将详细介绍泌尿外科手术后疼痛的

护理及注意事项。

一、疼痛护理

1.�

观察疼痛程度： 术后应密切观察疼痛

程度，记录疼痛部位和持续时间。根据疼痛程

度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

2.�

休息与活动：术后应卧床休息，避免剧

烈运动。 适当活动，如床上翻身等，以促进血

液循环和避免血栓形成。

3.�

心理护理： 患者可能因疼痛产生焦虑

情绪。 应给予关心和安慰，解释疼痛的原因，

指导患者进行放松训练，缓解紧张情绪。

4.�

药物护理：遵医嘱给予止痛药。观察药

物效果和副作用，如出现异常反应，及时报告

医生。

5.�

热敷和按摩： 术后可用热敷和轻柔按

摩来缓解疼痛。但需注意按摩力度，避免损伤

伤口。

6.�

环境调整：保持病房环境舒适，注意通

风，降低噪音，以减少疼痛刺激。

二、注意事项

1.�

饮食调整：术后应遵循医生建议，合理

饮食，多摄入高蛋白、高维生素、易消化的食

物，避免刺激性食物。

2.�

保持大便通畅： 术后应养成定时排便

的习惯， 避免因便秘引起的腹压增大导致伤

口裂开。如出现便秘，可适当使用软化大便的

药物，但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预防感染：遵医嘱使用抗生素，注意个

人卫生，避免不洁性行为等导致感染的风险。

4.�

尿液观察：注意尿液颜色是否正常，如

有异常及时报告医生。

5.�

遵循医嘱：按时服药，定期复诊，如有

不适及时就医。

6.�

术后康复： 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康复训

练，逐渐增加活动量，以促进身体恢复。

7.�

避免剧烈运动：术后应避免剧烈运动，

以免影响伤口愈合和诱发其他并发症。

三、常见问题及处理

1.�

术后出血：术后可能出现出血现象，如

尿液带血或伴有血块，应及时报告医生。一般

轻微出血无需特殊处理， 若出血量大需及时

就医。

2.�

尿急、尿频、尿痛等尿路刺激征：这是术

后常见症状，可遵医嘱使用抗生素缓解。 若症

状严重，需及时就医。

3.�

术后发生感染：如有发热、腰痛、尿路刺

激征等感染症状，应及时就医。

总之，泌尿外科手术后疼痛的护理及注意

事项对于患者康复至关重要。

患者应密切配合医护人员， 遵循医嘱，做

好自我护理，以加速恢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同时，广大群众应了解泌尿系统疾病的预防知

识，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定期体检，发现问题及

时就医。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共同维护泌尿系统的

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单位：辽宁省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手术后疼痛的护理及注意事项

□

毕雪

在肿瘤内科的治疗过程中， 耐药问题一

直是影响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因

素。 耐药性的产生意味着肿瘤细胞对原本有

效的药物变得不再敏感， 导致药物疗效显著

下降甚至完全失效。

针对这一问题， 医学界已经发展出了一

系列应对策略：

首先， 了解耐药性的分类和机制对于制

定有效的治疗策略至关重要。 耐药性主要分

为原发性耐药和继发性耐药两大类。

原发性耐药是指肿瘤细胞在未经药物治

疗前就已经对药物不敏感， 这通常与患者的

基因背景有关。 而继发性耐药则是在治疗过

程中逐渐产生的， 可能是由于肿瘤细胞的基

因突变、 药物代谢的改变或肿瘤微环境的影

响等原因导致。

针对耐药性的应对策略， 主要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1.�

个体化治疗： 基于患者的基因组信息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例如，通过检测乳腺

癌患者的

ESR1

基因， 可以发现该基因的突

变可能导致肿瘤细胞对激素治疗产生耐药

性。 对于存在

ESR1

突变的患者，医生可以采

用不同的激素治疗药物或结合其他治疗方

式，以提高治疗效果。

2.�

适时调整治疗方案： 医生应密切监测

患者的治疗反应，一旦发现药物失效，应立即

调整治疗方案。这可能包括更换药物、提高给

药剂量、联合用药或调整给药方式等。

3.�

联合用药： 通过多种作用机制不同的

抗肿瘤药物联合应用， 可以提高药物对肿瘤

细胞的杀伤能力，避免单一药物耐药的问题。

联合用药能够降低肿瘤细胞的耐药性， 更有

效地控制肿瘤的生长。

4.�

新型治疗方法的研发： 包括新型靶向

药物、免疫治疗和耐药逆转剂等。新型靶向药

物能够干扰肿瘤生长的特定信号通路， 抑制

肿瘤细胞增殖。

免疫治疗则通过增强机体免疫系统对肿

瘤的攻击力，适用于一些耐药性较强的肿瘤。

耐药逆转剂则能够逆转肿瘤细胞的耐药性，

恢复药物的有效性。

5.�

中西医联合抗肿瘤：中医的整体观念和

辨证论治在逆转抗肿瘤药物耐药方面具有一

定的优势。 通过结合中医药与现代医学治疗手

段，可以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总之，肿瘤内科治疗中的耐药问题是一个

复杂而严峻的挑战。 但通过个体化治疗、多种

治疗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新型治疗方法的研

发， 我们有信心在未来更好地应对这一挑战。

医生、患者和家属应共同努力，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以提高治疗效

果，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同时，积极参与临床试

验和科学研究，也是为患者提供更多有效治疗

方案的重要途径。

（作者单位：河北省涉县肿瘤医院）

肿瘤内科治疗中如何应对耐药问题

□

何阳

牙周病作为一种常见的口腔疾病， 其影

响不仅局限于口腔局部， 更与全身健康密切

相关。为了维护我们的口腔健康，预防和治疗

牙周病显得尤为重要。

以下将从预防和治疗两个方面， 为大家

详细介绍牙周病的相关知识。

一、牙周病的预防

1.�

正确刷牙：每天至少刷牙两次，每次不

少于两分钟。

使用软毛牙刷，采用巴氏刷牙法，确保每

个牙齿表面和牙缝都得到有效清洁。

刷牙时应将牙刷与牙长轴呈

45

度角，轻

轻加压，使刷毛部分进入龈沟，部分置于龈缘

上，以短距离水平颤动的方式刷牙。

2.�

使用牙线： 牙线可以有效清除牙缝中

的食物残渣和牙菌斑。 每天至少使用一次牙

线，将牙线轻轻压入牙缝，然后上下移动，清

除牙缝中的污垢。

3.�

定期口腔检查： 每半年或一年进行一

次口腔检查，及时发现和治疗口腔疾病。定期

洗牙也是预防牙周病的重要措施， 一般建议

每年洗牙一到两次。

4.�

健康生活方式：戒烟限酒，避免过度劳

累，保持充足的睡眠，减轻精神压力。 这些都

有助于增强身体免疫力， 降低牙周病的发生

风险。

5.�

均衡饮食：保持均衡的饮食，多摄入富

含维生素

C

和钙质的食物，有助于增强牙龈

组织的健康。

二、牙周病的治疗方法

1.�

基础治疗：对于早期的牙周病，如牙龈

炎，主要通过洁治术（洗牙）和刮治术进行治

疗。 洁治术通过超声波洁牙机去除牙齿表面

的牙石、菌斑和色素等污垢；刮治术则针对牙

周袋内的牙石和菌斑， 用手工器械或超声器

械深入牙周袋内，将牙石和菌斑刮除干净。

2.�

手术治疗：对于较为严重的牙周病，如

牙周炎，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常见的手术

方法有牙龈切除术、牙周翻瓣术和植骨术等。

这些手术旨在清除病变组织， 促进牙周组织

的再生和修复。

3.�

修复治疗： 在牙周病得到控制后，对

于牙齿松动严重的患者， 可以进行修复治

疗，如固定义齿、活动义齿等，以恢复牙齿的

咀嚼功能。

4.�

维护治疗：牙周病治疗后，需要定期进

行维护治疗，包括口腔卫生指导、洁治术、刮治

术等，以防止疾病复发。 一般建议每三个月到

半年进行一次维护治疗。

结语

牙周病是一种常见的口腔疾病，其预防和

治疗需要我们从日常生活做起，养成良好的口

腔卫生习惯，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和治疗。

对于已经患有牙周病的患者，应及时到正

规的口腔医院进行治疗，以避免病情进一步恶

化。 通过科学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我们可以有

效维护口腔健康，提升全身健康水平。

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守护我们的牙龈健

康，享受美好的生活。

（作者单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医院）

牙周病的预防与治疗方法

□

郝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