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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碘-131，我们比较熟悉的是
用碘-131治疗甲状腺疾病，而全身诊
断性碘扫描在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转
移的监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利
用转移灶内特异性摄碘的能力，通过
碘131显像剂进行特异性显像。”徐凌
斌介绍。

32岁的童女士（化名）因双侧甲状

腺癌实施全切手术，术中发现多枚淋巴
结转移。术后一年复查，显示相关指标
进行性升高，且超声发现右侧一枚较大
淋巴结，但无法确定是否为转移性病
变。在核医学中心，童女士接受了全身
诊断性碘扫描，结果显示右侧该枚增大
淋巴结特异性摄碘，考虑为单发转移，
这一精准诊断为后续治疗指明了方向。

更细致的扫描揪出隐匿病灶
更精准的治疗围剿肿瘤细胞

这支核医学团队
“硬核出击”
提供“硬核保护”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核医学科里的SPECT/CT（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
成像仪），因其独特的显像原理和高度的敏感性，为医生提供更全面的诊断信息。

在宁波市医疗
中心李惠利医院兴
宁院区负一楼，有一
个2000多平方米的
“秘密基地”，这里就
是该院投入使用不
久的核医学中心。

核医学，是原子
物理技术和现代医
疗融合来诊断、治疗
和研究疾病的一门
新兴学科。在肿瘤，
心血管及神经等重
大疾病的诊疗中，有
着不可替代的特殊
地位，也成为医疗卫
生系统发展新质生
产力中的重要战略
性新兴产业。中心
采用国际高端先进
的影像设备，为甬城
人民筑牢健康屏障
提供“硬核守护”。

作为浙东最大
核医学单元，李惠利
医院核医学中心已
入选由浙江省卫健
委启动的未来医院
重点场景单元揭榜
挂帅项目。可以说，
一出生就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

高标准建筑空
间布局、定制化医疗
流程，前瞻性高档核
医学设备的配置，绿
色人文的医疗环境
的营造，网络化、信
息化、数字化辐射监
测平台的打造，以及
核医学中心智能信
息管理大脑的建设
……在这个“未来医
院重点场景示范单
元”，“硬核”设备和
技术为患者提供着
最安全、最先进的诊
疗手段。

核素药物精准“递送”
为晚期骨肿瘤患者带来希望

核医学不仅是一种医学影像方
法，还是一种治疗手段，使用核素药物
精准“递送”，打赢和癌细胞的“硬仗”，
造福癌症患者，真正实现了精准诊断
和诊疗一体化。

举个例子，对于骨肿瘤这类缺乏
血供的肿瘤，化疗、放疗以及靶向药物
治疗往往效果不佳。锶-89和镭-223
这两种药物凭借其钙同族元素的相似
化学特性，能够“靶向”到成骨性肿瘤
部位，释放出超短距离的α或β射线，
从而有效治疗转移性骨肿瘤，缓解骨
痛，改善生活质量，预防、延缓或减少
骨相关事件的发生，延长患者生存期；
又能保护患者正常的脏器和组织，对
周围人群也没有影响。

81岁的曾先生发现前列腺恶性肿
瘤伴骨转移3年余，由于发现时已出现
骨转移，失去了手术切除前列腺肿瘤
的机会。3年来他一直接受内分泌治
疗，近半年前出现耐药。得知李惠利
医院是全市唯一一家能够进行镭223
治疗的医院后，他慕名而来。在医务
科牵头下，泌尿外科、放疗科、核医学
科等相关科室开展多学科讨论，制定
了多种药物贯序治疗的综合方案，目
前经过镭223治疗，复查结果显示转
移性骨肿瘤代谢活性明显降低，骨痛
症状显著好转。

如今，核素治疗已经有了飞跃性
发展，不再仅仅局限于骨肿瘤。新型
核素可以与靶向不同肿瘤的分子探针
结合，为患者进行放射配体疗法。核
医学正凭借着诊疗一体化优势，在一
些特殊疾病的治疗中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徐凌斌提到，在宁波市医疗中心
李惠利医院未来核医学中心的建设
中，计划建成浙江地区第一家全场景
智能化核医学中心。突出构筑融合智
联新基建，在全院独立部署物联网AP
基础上实现多种设备、多种系统的同
时接入。在现有核医学信息平台三大
模块基础上，组建跨场景、跨平台的智
能医学大脑。突显人本医疗和智慧医
疗理念，搭建核医学AI问诊平台。建
设高水平智慧核素病房，打造有温度
的病房。还将推动数智协同的新科
研，联合高水平研究团队开发核医学
人工智能诊疗一体化平台，最终为甬
城人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徐晨燕

41
核医学中心开科一年多来，凭借

其精准的影像技术和有效的治疗手
段，为众多患者带来了希望和新生。
作为新兴学科，李惠利医院核医学中
心有着多项特色技术。

甲状腺静态显像及功能测定作为常
规项目之一，帮助临床医生进一步了解
甲状腺合成激素原料的摄取和合成功
能。对于甲状腺功能亢进或甲状腺功能
减退具有明确的诊断价值，特别是甄别
出那些有着甲亢表现，但实际上甲状腺
摄取和合成功能降低的甲状腺炎患者。
同时，在甲状腺肿瘤的诊断中也发挥着

重要作用。
“对于重度肾积水或肾脏肿瘤患

者而言，肾动态及肾小球滤过率对健
肾功能的评估决定了后续治疗的选
择。”核医学中心负责人徐凌斌提到，
49岁的陈先生（化名）因右侧输尿管结
石导致长期肾积水，反复尿路感染，需
要右侧患肾切除。术前肾动态及肾小
球滤过率测定结果显示，健康肾代偿
功能完全建立，而患肾已基本失去功
能。基于这一精准评估，陈先生顺利
接受了手术切除，安全度过了围手术
期，排除了隐患。

精准显像排除隐患
数智核医解码诊疗新范式

在检查室里，记者看到一位患者
正在接受肺通气灌注、断层扫描显像
及定量分析。这项在市内率先开展的
技术为肺动脉栓塞患者术前评估缺血
范围、术后评估治疗效果提供了精准
分析，同时也为肺肿瘤及肺大泡患者
拟行切除术前评估残余肺功能、制定
个性化手术方案保驾护航。

71岁的谢大爷（化名）被确诊为右
上肺周围型肺癌。由于常年吸烟，他
的两肺广泛出现肺气肿、肺间质纤维
化和肺大泡，基础肺功能不佳，当地医
院因为手术风险较高而婉拒。在李惠
利医院就诊后经核医学科会诊，他接
受了肺通气灌注融合显像。医生定量
评估了切除后残余肺组织的通气灌注
匹配体积，判断其残余肺组织能够满
足日常生活需要。这一精准评估为谢
大爷的手术提供了坚实的指征和信
心，目前他已康复出院。

在现代医学不断发展的今天，患

者对精准诊断和个性化治疗的医疗需
求日益增加，而在核医学中心，高精尖
的设备化身医生们手中的“利器”，对
各种疑难疾病精准“出击”。

65岁的李阿姨（化名）肺癌术后2
年多，近日在当地医院PET-CT检查
中诊断为多处骨转移。最近又出现了
腰背痛，复查PET-CT却找不到新的
病灶。她在核医学中心接受了全身骨
扫描及断层融合显像，医生发现除已
知的转移部位外，新发现了胸骨等8
处多发骨转移。一次检查便完成了全
身骨骼转移的全面评估，为李阿姨及
时更换治疗方案，争取到宝贵的治疗
时间。

“全身骨扫描及断层显像，作为一
种反映骨骼系统钙磷代谢、破骨细胞
与成骨细胞活动性的功能显像，与CT
结构显像融合，特别适合转移性骨肿
瘤的监测，还能够对代谢异常引起的
骨质病变提供诊断依据。”徐凌斌说。

定量评估组织功能
护航肺肿瘤手术精准突围

明确转移灶性质
用于治疗的碘-131还能进行特异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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