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普通人眼里，“核”意味着灾难性的伤害。然而，在西安交大二附院的核医学科，“核”是为患者祛除病痛的“核武器”，在疑难肿瘤的诊断、治疗恶性肿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科（原
称同位素室）成立于1970年，经过50多年的发展，
目前核医学科已经成为集核素治疗、核素显像、
体外分析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室；核医学科老、中、
青三代医疗团队，结构合理，技术力量雄厚，人才
储备充分，拥有郑向红、宋厂义、王社教、李润明、
屈伟、何长武、封娟毅、宁宁等高级职称专家8名，
中级职称7名，初级职称10余名；科室主持或参与
国家级基金项目10余项、陕西省基金项目20余
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及统计源论著50
余篇，获得多项国家级专利。

核医学科目前拥有先进的SPECT/CT两台、
2022年新装机西北第一台全数字化PET/CT，实现
了毫米级的显像分析，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疾
病诊断，对肿瘤精准诊断、肿瘤分期、疗效评价、复
发评估等有重要指导价值。

目前核医学科设有4个甲状腺专科门诊，其
中，甲亢碘131治疗、分化型甲状腺癌碘131治疗
和恶性肿瘤的碘125粒子治疗、恶性肿瘤骨转移
瘤核素治疗、各种顽固性皮肤病的同位素敷贴治
疗、甲亢眼病等甲状腺相关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等特色治疗项目都深受患者信赖。

西安交大二附院核医学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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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核医学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中国临
床肿瘤学会甲状腺癌专家委员会委员，中
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
陕西省保健学会核医学专委会主委，陕西
省抗癌协会核医学专委会候任主委，陕西
省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会副会长，陕西
省核学会核医学专委会副理事长，陕西省
抗癌协会肿瘤放射防护专委会副主委。擅
长核医学影像诊断与核素治疗，尤其擅长
甲状腺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学科带头人 简 介

走进西安交大二附院核医学科，一个个有
着硬“核”技术的“大家伙”颇为引人注目。作为
目前尖端的医学影像诊断设备之一，SPECT/
CT、PET/CT可谓功能性显像诊断的“侦查”利
器，不仅为临床个体化诊断提供全面依据，还可
为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诊疗服务。

核医学既可检查疾病
也能够开展治疗

提起核医学科，相信很多人都不太清楚
这个神秘的科室到底是做什么的，甚至有些
人谈“核”色变。西安交大二附院核医学科主
任郑向红介绍，核医学是利用放射性核素来诊
断和治疗疾病的一门医学，核医学在医学应用
中有着巨大的优势。它既可以检查疾病，也能够
开展治疗。在肿瘤的早期诊断、良恶性肿瘤鉴
别、肿瘤复发检测、冠心病心肌缺血早期诊断、
甲状腺疾病诊断及甲亢、分化型甲状腺癌、骨转
移、瘢痕疙瘩、肿瘤的核素靶向治疗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核医学进入高速发展的分子影像
及精准诊疗时代，得益于基于示踪技术的核医
学分子影像技术近年来在多模态融合成像技
术、飞速发展的电子计算机技术以及新的示踪
剂不断涌现的推动下，进展日新月异，以

SPECT/CT、PET/CT为代表的核素成像设备在
临床上得到更广泛的普及和应用。

显像诊断的“侦查”利器
更容易发现病灶

郑向红称，核医学显像不仅可以了解脑、甲
状腺、心脏、肾脏、肝胆、骨骼等主要脏器的功
能、血流灌注，并能判定肿瘤是否存在淋巴转移
和骨转移等。目前，SPECT/CT全身骨显像、肾
动态显像、心肌灌注显像等已经成为临床上必
不可少的检查手段之一。另外，恶性肿瘤的早期
诊断、良恶性鉴别、肿瘤分期、疗效评估等PET/

CT显像可以提供一站式服务。
“疾病的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提高临床

治愈率至关重要, 而核医学影像在疾病的早期
阶段就能观察到功能代谢的异常。比如，全身骨
扫描对骨转移癌的早期诊断就非常有意义，通
常能比X线检查要早3个月甚至半年以上发现异
常。”郑向红说，如果一个恶性肿瘤患者出现了
骨转移，在X线显示出形态或结构改变前的3~6
个月，骨扫描就能提早探测到了，患者也就能早
日得到精准治疗。

用131碘治疗甲亢
“碘”到病除

郑向红说，在核素治疗中，他们科室可进行
甲亢、骨转移癌、风湿关节炎、瘢痕疙瘩等特殊皮
肤病等的治疗，尤其在甲亢治疗中，科室团队在适
应证及剂量的把握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日前，一名年轻女性因为左侧颈部渐进性
肿胀疼痛3个月和烦躁、心悸、高热及腹泻来到
交大二附院医治，来院时患者心率最高可达

290次/分，甲功提示重度甲亢，病情危重，后入
住医院ICU治疗。ICU积极邀请核医学科屈伟
副主任多次会诊，评估甲亢病情及与多学科完
善治疗方案，患者病情仍反复发作，核医学科
主任郑向红、封娟毅副主任医师经过全方位病
情评估后，建议对患者进行131碘治疗。随后，该

院核医学科专家果断为其进行131碘治疗，经过
两个月的观察期，患者甲状腺肿大明显好转，甲
状腺激素水平显著降低，心率恢复正常，又重新
恢复了往日的年轻活力。

该院核医学科宁宁副主任医师称，131碘治
疗的原理是由于甲状腺内的甲状腺滤泡细胞膜
上有一种转运碘的蛋白（钠-碘转运蛋白），可主
动把细胞外的碘运输到甲状腺细胞内。给予131
碘后，大部分131碘被搬运到甲状腺细胞内，通
过131碘释放的茁射线（有效射程仅有0.5毫米~
2毫米），集中杀伤异常增生甲状腺腺体细胞，使
甲状腺缩小，达到类似甲状腺部分切除的效果，
降低甲状腺合成和分泌甲状腺激素，使甲亢症
状消失。

125碘粒子植入
治疗难治性肺癌显奇效

家住外地的刘大爷今年70多岁，确诊右肺
中央型肺癌3年多，因肿瘤较大且跨叶间裂生
长，且伴有脑转移，暂时无法手术及放疗，经过
多次化疗出现骨髓抑制，靶向治疗后又因严重
腹泻、皮疹及口腔炎无法耐受，免疫治疗后出
现免疫相关性肺炎，不得不反复更换治疗方
案，刘大爷痛苦不堪。

近期，刘大爷经胸部CT复查提示右肺肿块
增大，西安交大二附院核医学科积极与呼吸内

科专家多学科讨论决定为其使用CT引导下125
碘粒子植入以减少肿瘤负荷。因右肺肿块贴近
纵膈，与周围大血管关系密切，增加了手术的难
度和风险。为保障治疗效果及安全性，该科宁宁
副主任医师与马小东物理师共同在术前精心勾
画治疗靶区，进行TPS计划（粒子植入计划，包括
粒子植入的数量、路径、进针的方向、深度等），
以确保粒子精准植入。在呼吸科主任杨栓盈
和单虎主治医师及核医学科吴金鑫等多名医护
人员的通力合作下，为刘大爷在核医学科实施
了125碘粒子植入术。在多学科保障及医技护团
队的积极配合下，手术实施过程顺利，同时进行
术中评估和术后验证，显示粒子植入分布均匀、
剂量达标，患者术后一般情况良好，无明显不适
感，有效地控制了病情。

核素检查治疗辐射量极小
不必谈“核”色变

在半年前一次外伤后，50多岁的女性患者
出现腰疼的症状，之后越来越严重，疼痛蔓延至
颈部、肩部，左上肢也有麻木、疼痛的感觉。考虑
到患者几年前还得过乳腺癌，那这次到底是癌
症骨转移还是外伤引发的骨痛？医生建议她到
核医学科进行检查治疗，听说要注射放射性核
素做检查治疗，她不免有些犯怵，唯恐“核辐射”
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一再犹豫是否要做
此项治疗。“虽然注射的是放射性核素，但是一
次检查的用量非常少，基本等同于天然本底辐
射。”经过核医学科主任郑向红的解释，患者才
打消了顾虑。
“核医学科的一次全身骨显像就给出了确

切答案。检查发现患者已经出现癌症骨转移，这
为后期的治疗提供了准确的依据。”郑向红说，

SPECT辕CT能够比较清楚的显示全身骨骼的形
态，而且能反映骨骼的血液供应和代谢情况，所
以对各种骨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效果的观察有
着很重要的价值，并且一次检查就可以完成全
身显像，而不只是观察某一个部位，可以有效避
免遗漏病灶。

郑向红表示，大多数人由于缺乏了解才会
畏惧，其实大可不必谈“核”色变。在进行核医学
影像检查过程中，受检者只需要经静脉注射少
量药物，这些药物在十几分钟到几个小时的时
间内就可以完全从人体内消失，辐射量是很低
的，做一次SPECT/CT检查，患者所接受的由放
射性核素引起的辐射量仅为一次胸部CT检查
的1/5左右，儿童也完全可以放心去做。

目前，西安交大二附院核医学科正逐步发
展成为在陕西省乃至西北地区具有重要影响
的，集核医学的分子影像、核素治疗、功能检测、
临床教学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室。核医学科将努
力推进核医学在临床上的应用，让更多患者得
到及时精准治疗，引领核医学影像平台走向精
准、定量成像的新纪元，为个性化精准治疗贡献
“核”力量。 （买秋霞屈姝利郑亚雷张华）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核医学科
硬“核”技术为精准诊疗助力 开启个性化治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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