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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
NUCLEAR MEDICINE

第五届中国核医学医师年会召开

“十三五”规划助推核医学发展
4 月 9~10 日，第五届中国核医学医师年会在

漯河召开。本届会议的主题是“科主任培训”。会

议热点包括十三五规划期间核医学科发展建设规

划；核医学科室筹建、改扩建的政策法规要求；核

医学影像诊断和体外分析的质量控制；及核医学科

室管理和运营等。来自全国的核医学医师进行学术

报告及疑难病例谈论。

大会开幕式上，中国

医师协会核医学医师分

会田嘉禾会长表示，本次

会议不仅仅是一次聚会，

更是一年一度的交流与

总结，交流过去取得的

成绩，总结存在的不足，

使今后核医学的工作能

更好地开展。今年是中

国核医学发展 60 年，第

二个 60 年该如何发展？

“十三五”期间核医学如

何发展？通过这次的讨

论可更好地助推核医学

的未来。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

分会李亚明主委表示，核

医学走过 60 年，60 年核

医学为我国的健康事业

作出了不少努力与贡献。

核医学作为现代医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对未来医

学的发展、人类的健康肩

负着重任。

中国医学装备协会

赵自林会长说，与 60 年

前相比，我国核医学在设

备、技术、服务及人才等

方面均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随着分子影像技

术及精准医疗等国家战

略的实施，核医学在卫生

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更

重要。

中国医师协会副秘

书长谢启麟表示，核医学

作为医学科技发展的产

物，在医学诊疗上不可替

代，在各医院中的地位

牢不可破。核医学现有

8000 余成员，以后队伍

还会不断壮大。核医学的

发展需加强标准化、规范

化的应用，如指南制定、

推广及研究等，让核医学

行业实现更多的同质化。

香港养和医院何志礼

教授说，核医学未来的展

望不单以临床和科研的需

求为主导，也会跟随着领

导方向的模式改变及生物

技术的进步。过去十余年，

已发表的国际文献显示，

放射科的数据主要基于临

床与统计数据，而核医学

的功能性研究却是以科研

和创新为主。

近年来，医学界有这

样一句话“放射科的展

望是追踪剂”，这句话

不仅是在赞扬核医学的

进步，也暗示着一些动

机。正面动机是有益于

综合医学影像科的进步，

如美国一些知名的医学

影像中心的领导已委任

核医学专家担当，从而

主导分子材料及追踪剂

的临床与科研工作；负

面动机是不少国家的放

射科试图吞并核医学。

他们提出一种“互惠培

训”的战术，以使他们

可接手核医学。

但是，合并两个领域

是否是唯一选择？为此，

考虑到两个问题：一是核

医学专家是否可以提供

适宜的结构及解剖方面

的训练，而不需放射学

家提供的“互惠培训”？

二是未来节约时间、提高

效率。受训者需学到多

深的层次？是否一定要

学习那些放射学领域中

与诊断不相关或用处不

大的“大量细节”及“多

余信息”？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

金医院李彪教授指出，核

医学现象在分子水平成像

中至关重要，设备从传统

的单模式逐渐向双模式和

多模式方向发展。SPECT/

CT 及 PET/CT 的 引 进，

说明核医学迅速发展，分

子影像核医学在快速发展。

目前，核医学的发展

仍存在不足，核医学从业

人数＜ 1 万名，全国 1784

家三级医院，设有核医学

科的仅为 650 家，SPECT

及 SPECT/CT ＜ 700 台，

PET/CT ＜ 300 台。

基 层 单 位 核 医 学 科

实施一县一科，大型三级

教学医院核医学科对提升

核医学影响力具有引领作

用。教学医院需重点突出

及全面均衡发展，诊断与

治疗、体内与体外、临床

与科研相互结合。

核医学科室发展最主

要的人是科主任，科主任是

主引擎，副主任是助推器。

核医学也面临着诸多

挑战，临床需求越来越多，

其他影像学检查如超声、

CT、MRI 等的发展；公

众对放射性的恐惧等。目

前的主要策略是全面推动

从单模态向双模态及多模

态影像技术发展；新型分

子影像探针研发并加速临

床转化积极开展放射性核

素治疗；继承和发扬体外

免疫检测。

核医学发展有赖于硬

件设备、人才梯队及放射

性药物。

山西汾阳医院武军教

授就核医学在其医院近年

来的发展及未来的规划做

了详细介绍。

2010 年，汾阳医院为

三甲复审而筹建设置了临

床核医学科，开始科室只

有 4 个人，其中内分泌科

1 人，检验科 2 人及影像

科 1 人。由于缺乏设备及

业务，得不到临床认可，

导致后来只剩下 1 人，成

为空壳核医学。核医学的

发展与医院情况很不符。

今年1月山西省核医学“一

县一科”构建远程协同诊

疗体系项目启动会召开。

做好科室建设，让核

医学成为“合医学”。

“请进来”，由山西

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与汾阳

医院共同承办的 2014 国

家级继续教育项目《核心

脏病学新进展及新技术应

用》学习班暨山西省医学

会核医学专业委员会、山

西省医师协会核医学分会

学术会议成功召开。

“走出去”，外出参

加各种学习班及会议，参

加科学出版社及中国医药

出版社《教育部面向 21 世

纪规划教材（核医学）第

三版》及《十三五规划教

材（核医学）》的编写工作。

“多交流、多学习”，

多宣传，拓展临床应用“团

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针对临床病例，与临床科

室进行充分沟通；针对临

床科研课题，如何利用核

医学技术；立足临床，解

决临床的实际需求是工作

重心。科普宣教抓时机，

让各级医务工作者知道核

医学能做什么，与其他影

像检查的区别及安全性如

何等。到更基层的单位去，

让更基层的医院、卫生院、

诊所的工作人员知道、了

解核医学。

从国际角度看核医学正负走向

教学医院讲核医学硬件与人才

县级医院谈“请进来  走出去”

河南省核医学起步较早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韩星敏教授介绍了

河南省核医学的发展现

状。他指出，1976 年在

郑州召开三省一市（山

西、河北、河南、北京）“放

射性核素诊断食管癌经

验交流及技术协作会议，

为河南省核医学会的组

建奠定了基础，1986 年

成立河南省核医学分会。

随着核医学专业内

容的增加、业务量的提

升，核医学专业队专业

队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贡

献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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