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影像技术是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如同一台台“超级显微镜”，帮助我

们窥探人体内部的结构和功能，为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提供了有力支持。 而在这场与疾病

的斗争中，放射科医师无疑扮演着“幕后英

雄”的角色。 以下将从几个方面详细介绍放

射科医师的工作及其重要性。

一、医学影像技术的多样性

医学影像技术包括 X 线、CT（计算机断

层扫描）、MRI（磁共振成像）等多种手段。 这

些技术通过不同的成像原理，为医生提供了

丰富的诊断信息。 例如，X 线常用于骨折和

肺部疾病的诊断；CT 则能够清晰显示人体

各个部位的横断面图像，适用于头部、胸部、

腹部和四肢等区域的检查；MRI 则利用磁场

和无线电波成像，特别适用于软组织、神经

系统和血管系统的检查。

二、放射科医师的“第三只眼睛”

放射科医师的工作是通过分析医学影

像资料，为临床医生提供疾病的影像学诊断

依据。 他们就像临床医生的“第三只眼睛”，

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病情。 放射科医师需

要掌握丰富的医学知识， 包括人体解剖学、

生理学、病理学等，才能准确解读影像资料。

此外，他们还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

的工作态度，确保诊断结果的准确性。

三、放射科医师的工作流程

放射科医师的工作流程通常包括接收

影像资料、分析影像、撰写诊断报告等环节。

患者在接受影像学检查后，放射科医师会仔

细查看影像资料， 结合患者的病史和症状，

进行综合分析。 他们需要仔细观察影像中的

每一个细节，寻找可能的病变或异常。 完成

分析后， 放射科医师会撰写详细的诊断报

告，供临床医生参考。 这一过程中，放射科医

师的专业素养和工作经验至关重要。

四、放射科医师的创新与科研

随着科技的发展，放射科医师的工作也

在不断创新。 例如，人工智能技术的引入，使

得医学影像的分析更加快速和准确。 放射科

医师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提高

诊断效率和质量。 此外，放射科医师还积极

参与科研工作，探索新的医学影像技术和方

法，推动医学影像技术的进步。

五、放射科医师的奉献与责任

放射科医师的工作往往不为人知， 但他们

为患者健康和医疗质量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

献。 他们需要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高度的专注

和耐心，确保每一次诊断的准确无误。 同时，放

射科医师还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提高

自己的专业水平。他们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感，值

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和感谢。

结语

放射科医师是医学影像技术的“幕后英

雄”，他们通过专业的分析和判断，为临床医生

提供了宝贵的诊断依据。 他们的工作虽然默默

无闻，但却在医疗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让我们向这些默默奉献的放射科医师致以最崇

高的敬意！

（作者单位：河北省衡水市枣强县人民医院）

55

MARKET��INFORMATION

2024-12-25���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杨锐 制作 杨锐 电话：0351-�4048890

健卫常识

放射科医师：医学影像技术的“幕后英雄”

□马月梅

在当今社会， 随着人们对健康需求的

不断提升， 一种更加全面、 综合的护理模

式———全科护理正逐渐走进大众视野。 全

科护理不仅关注患者的身体健康， 还深入

到心理、社会及情感需求等多个层面，为个

体和家庭提供全方位、连续性的健康服务。

全科护理的核心在于“以患者为中心”

的医疗理念。 传统护理通常局限于医院和

病房，服务对象主要是患者，且往往以疾病

为中心，侧重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全科

护理则将护理地点扩展至家庭和社区，服

务对象涵盖了社区内的每个家庭、 每个人

及每个团体， 这种扩展使得护理服务更加

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加具有可及性。

全科护理不仅关注疾病的治疗， 还注

重预防保健、 健康宣教及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的培养。

全科护理人员在提供服务时， 需要具

备更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 除了临床

所需的基础护理、心理护理及专科护理外，

他们还需要具备健康咨询、保健指导、计划

免疫及计划生育等多方面的能力。

这些能力使得全科护理人员在提供服

务时能够更加全面、 深入地了解患者的需

求，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护理方案。

全科护理的主要职责包括： 提供基础

的医疗护理服务，如体温、血压、心率等生

命体征的监测， 以及在药物治疗和康复训

练等方面进行指导； 综合评估患者的身体

状况、心理状况、社会背景和生活方式等，

为医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便于医生进行

诊断和治疗；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提供保

健和饮食等方面的指导， 帮助患者建立健

康的生活方式，提高自我保健能力；与其他

医疗专业人员协作， 确保患者得到优质的

医疗服务；参与病历管理和质量改进工作，

收集和分析数据， 为医疗团队提供反馈和

建议，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

全科护理在家庭中的应用同样重要。

公众可以在家中备体温计、 血压计和血糖

仪，定期为家人测量体温、血压和血糖，特

别是患慢性病史的家庭成员。

此外，观察家人的日常行为变化，如食

欲、睡眠、情绪等，也是评估健康状态的重

要线索。 全科护理强调根据家庭成员的年

龄、性别、健康状况和口味偏好，制订个性化

的饮食计划， 并确保每餐都有足够的蔬菜、

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质。 掌握基本的急

救技能，如心肺复苏（CPR）、止血、包扎、骨

折固定等， 也能够在紧急情况下挽救生命，

减少伤害。

总之， 全科护理作为现代医疗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以其全面、综合、连续的服务特

点， 为患者提供了更加贴心、 高效的医疗照

护。 在未来的医疗体系中，全科护理有望发挥

更加重要的作用， 成为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的重要力量。 让我们共同期待全科护理在

促进人类健康方面所做出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广福中心卫

生院）

中枢神经系统影像诊断的步骤和技巧

□秦洪涛

全科护理：全方位守护你的健康

□余欢

中枢神经系统影像诊断是现代医学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帮助医生准确评估脑

部及脊髓的病理状况， 指导后续的治疗方

案。 本文将详细介绍中枢神经系统影像诊断

的步骤和技巧，以期为医学专业人士和患者

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一、诊断步骤

1.�病史询问与体格检查

诊断的第一步是详细询问患者的病史

和进行系统的体格检查。 病史中应涵盖发病

过程、既往病史、家族病史等，这有助于医生

初步判断可能的病因。 体格检查则包括神经

系统检查，如肌力、肌张力、腱反射等，以评

估神经系统功能状态。

2.�选择合适的影像学检查

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初步诊断，选择

合适的影像学检查方法。 常用的中枢神经系

统影像学检查包括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

共振成像（MRI）、脑电图（EEG）等。

CT：可以快速显示脑部结构异常，如骨

折、出血等，是急性脑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

血的首选检查。

MRI： 提供详细的软组织结构信息，对

肿瘤、血管畸形、缺血性脑卒中等有较高的

敏感度。

EEG： 评估大脑功能状态和异常放电情

况，有助于诊断癫痫等疾病。

3.�影像资料分析

获取影像资料后， 医生需进行仔细分

析。 这包括观察病变的位置、大小、形态、边

缘、 密度或信号以及与周围结构的关系等。

影像征象是病变的客观反映，但需注意其可

能具有的非特异性，即相同影像可由多种病

因产生。

4.�定位与定性诊断

基于影像资料分析， 进行定位诊断，即

确定病变发生的解剖位置。 随后，结合患者

的病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进行定性

诊断，即确定病变的性质，如肿瘤、炎症、血

管病等。

5.�鉴别诊断

由于异常表现多无特异性，需要进行鉴

别诊断，排除其他可能的病因。 这通常需要

综合考虑多种信息，包括影像征象、临床表

现、实验室检查等。

6.�制订治疗方案

根据诊断结果，制订合适的治疗方案。这

可能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手术治疗等。

二、诊断技巧

1.�全面系统的观察

对影像征象需有全面系统的缜密观察，

既要注意疾病的主要征象，又要不遗漏任何

微小的改变。 这有助于早期发现病变，提高

诊断的准确性。

2.�熟悉各种影像学技术

医生应不断更新知识结构，熟悉各种影

像学技术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 这有助于选

择最合适的检查方法，提高诊断效率。

3.�结合临床表现与实验室检查

影像诊断不是孤立的， 需要结合患者的

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进行综合判断。 这有助

于缩小鉴别诊断范围，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4.�注意影像征象的特异性

虽然影像征象可能具有非特异性， 但某些

典型征象对特定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医

生应认识并重视这些典型征象。

5.�动态观察病变演变

对于某些疾病，如肿瘤、血管病等，其影像

表现可能随时间发生变化。 因此， 进行动态观

察，了解病变的演变过程，有助于准确诊断。

三、结语

中枢神经系统影像诊断是一个复杂而精细

的过程，需要医生具备扎实的医学知识、丰富的

临床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 通过详细的病史询

问、体格检查、选择合适的影像学检查、全面系

统的影像资料分析、定位与定性诊断、鉴别诊断

以及制订治疗方案等步骤，结合各种诊断技巧，

可以实现对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的准确诊断，为

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治疗。

（作者单位：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尿液中含糖过多的原因与解决方案

□田静

尿液中含糖过多，即尿糖升高，是一种

常见的医学现象。它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

涉及生理、疾病及药物等多个方面。

本文将从临床角度， 详细分析尿糖升

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原因分析

1.�生理性因素： 短时间内摄入大量高

糖食物或饮料，身体来不及处理，导致糖分

随尿液排出。

例如，大量食用蛋糕、巧克力、糖果等

高糖食品后，可能出现尿糖升高的情况。

2.�糖尿病： 糖尿病是导致尿糖升高的

最常见原因。

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血

糖升高，超出肾脏重吸收能力，糖分出现在

尿液中。 这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

之一。

3.�内分泌疾病：如甲状腺功能亢进、肢

端肥大症等，这些疾病会导致代谢紊乱，引

起血糖升高，从而导致尿糖升高。

4.�肾脏疾病：肾脏重吸收功能障碍，如

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等，使糖分不能被充

分重吸收，导致尿糖升高。

5.�药物影响： 某些药物， 如糖皮质激

素、噻嗪类利尿剂、水杨酸软膏、复方金刚

烷氨基比林片等，可能影响血糖代谢，导致

尿糖升高。

解决方案

1.�饮食控制： 对于生理性因素导致的

尿糖升高，可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建议减

少含糖量高的食物摄入，如糖果、蛋糕等，

增加蔬菜、水果和全谷类食品的摄入。合理

膳食有助于维持血糖稳定，减少肾脏负担。

2.�药物治疗：对于糖尿病、内分泌疾病

等引起的尿糖升高，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进行药物治疗。

例如， 糖尿病患者可以遵医嘱服用阿

卡波糖片、盐酸二甲双胍片、格列美脲片等

降糖药物，以控制血糖在稳定范围内。

3.�胰岛素治疗： 对于已经确诊为糖尿

病且通过其他方法无法有效控制血糖的患

者，可考虑使用胰岛素治疗。

胰岛素能直接调节血糖水平， 帮助身

体利用葡萄糖，降低尿中葡萄糖含量。

4.�停用影响血糖的药物： 对于因药物

影响导致的尿糖升高， 应在医生的指导下停

用相关药物， 或更换其他对血糖影响较小的

药物。

5.�定期检查与监测： 尿糖升高的患者应

定期进行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肾功能等相关

检查，以明确原因并监测病情变化。

同时， 注意观察是否有其他症状， 如多

饮、多食、体重下降等，如有不适请及时就医。

综上所述， 尿液中含糖过多可能由多种

因素引起， 针对不同原因采取相应的解决方

案至关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 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

生活方式，及时就医并遵医嘱进行治疗，是控

制尿糖升高的关键。

（作者单位： 宁夏吴忠市人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