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像核医学》（核素诊断学）课程标准 

 

一、课程概述  

授课教研室 第二临床医学院核医学科 授课学期 第 8学期 

课程名称 

中文 影像核医学（核素诊断学） 

课程类别 必修课 

英文 Nuclear Medicine Imaging 

学时分配 总学时 40 

理论 40 习题  

实验  实训  

上机  见习 1周 

适用专业层次 医学影像专业五年制 

 

（一）课程性质、地位 

《影像核医学》（核素诊断学）是医学影像专业本科生必修临床医学课程。核医学是利用放射

性核素诊断与治疗疾病以及进行医学研究的学科。近二十年来，核医学影像设备 SPECT（单光子

发射型计算机断层仪）引进国内以后，核医学作为一门临床学科，在临床疾病诊治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近十年来，PET（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仪）设备应用于临床，使影像医

学进入分子水平。本课程主要讲授核医学在临床疾病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重点是使用核素显像

剂在各系统、器官影像诊断中的原理、方法与临床意义。核医学影像可做定位、定量和定性诊断，

在临床疾病诊治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医学影像诊断的主要技术方法之一。 

（二）课程基本理念 

本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不断改进教学模式，完善教学方法，优化教学内容，以培养医学影

像专科医师、加强素质教育为目标，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设施等方面进行整体优化建设。 

（三）课程设计思路 

突出专科特点，有针对性进行课程内容的组织和实施方法的设计。 

二、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应掌握影像核医学的基础知识和相关临床技能，并对核医学的发展前景

和最新进展有所了解。经过理论学习和实践，了解核医学的工作流程，理解核医学影像诊断的原

理，掌握主要临床适应证及典型异常图像特点，清楚影像核医学在临床疾病诊治中的作用。培养

学员临床思维能力、综合知识学习能力；培养学员团体合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二）分类目标 

1. 知识与技能 

(1) 能描述影像核医学特点，概括临床核医学的适用范围。 

(2) 能清楚阐述核医学的显像原理，使用所学原理对图像作出正确判断。 

(3) 能辨认各系统、器官的显像方式和种类，阐述主要系统显像的原理及方法。 

(4) 能正确描述正常影像表现，对典型的异常影像做出正确判断，能够应用临床思维能力对

典型病例进行鉴别诊断。 

(5) 识别核医学各种仪器，基本操作方式和图像处理技术。 

2. 过程与方法 

(1) 课堂讲授基本理论知识，结合典型影像病例资料的讲解化解重点、难点。 

(2) 实践教学中，安排参观核医学科机房，了解科室布局，主要仪器及防护设备，现场观看

SPECT图像采集及图像处理过程，学会常规检查步骤及患者摆位。 

(3) 通过分组对部分病例学习、讨论，巩固学到的理论知识，加强学员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1. 帮助学员正确认识医用放射性核素检查的正当性；克服对射线的恐惧心理，了解放射性核

素检查在临床医学中的作用和意义。 

2. 通过见习建立正确的射线防护意识。 

3. 通过分组病例讨论建立团队合作精神，在病例讨论中发挥团队优势，提出有创造性的意见。 

 

三、内容标准  

理论教学部分 

第一章  绪 论 

[教学目标 ] 

了解： 

1. 核医学发展历史与现状。 

2. 核医学定义，基本特点，涉及学科领域。 

熟悉： 

1. 核医学的定义、内容。 

2. 核医学影像基本特点。 

掌握： 

1. 掌握：影像核医学基本概念与特点。 

2. 显像类型与特点：静态与动态显像、局部与全身显像、平面与断层显像、静息与负荷显像、

阳性与阴性显像、早期与延迟显像。 

应用： 

1. 能判读核医学影像显像的类型； 

2. 能翻阅资料了解核医学最新进展 



[重点难点 ] 

重点：显像类型与特点。 

难点：核医学影像特点。 

[学时分配 ]  1学时 

[实施方法 ]  

在介绍核医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讲解核医学影像特点以及显像类型及其特点，使学生了解

核医学影像诊断技术可以应用于医学各个领域进行疾病诊断和治疗。PowerPoint 展示核医学发展

中做出过重要贡献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照片；用卡通画形象简单比喻核医学功能影像与其他影

像技术结构影像的异同。结合典型图片讲解核素显像类型及特点。使授课生动、直观、易于理解，

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学习策略 ]  

能够陈述核医学显像原理和影像特点，列举显像类型及其特点，结合查阅相关文献了解核医

学进展。 

 

第二章  核医学物理基础 

[教学目标 ] 

了解： 

1. 同位素、同质异能素、同质异位素、放射性核素定义。 

2. 放射性活度及剂量单位。 

理解： 

1. 核衰变的类型、规律、衰变常数和半衰期（物理、生物和有效）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2. 带电粒子、γ 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的方式。 

掌握： 

核素、同位素、同质异能素、稳定与放射性核素的定义。 

应用： 

能解释核素与同位素概念的不同。 

[重点难点 ] 

重点：核素、同位素、同质异能素、稳定与放射性核素的定义。 

难点：核衰变及其规律，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及在核医学中的意义。 

[学时分配 ]  1学时 

[实施方法 ]  

重点讲授核素、放射性核素、同位素、同质异能素、同质异位素等基本概念，特别是各种核

素衰变方式及其特点在核医学中的应用。各种衰变模式采用示意图讲解，一目了然，便于理解。 

[学习策略 ]  



必须在充分理解基础上掌握重点内容。注意核素、同位素、放射性核素等名词概念的区别。 

 

第三章 核医学仪器 

[教学目标 ] 

了解： 

1. 核医学仪器的基本结构、原理、种类和主要用途。 

2. SPECT、PET及图像融合技术的特点及用途。 

理解： 

3. SPECT、PET与CT图像技术的异同。 

掌握： 

核素显像仪器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应用： 

能口述ECT成像原理与CT成像原理的主要区别。 

[重点难点 ] 

重点：核仪器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难点：核医学影像设备质量标准。 

[学时分配 ]  1学时 

[实施方法 ] 

主要讲授核素显像成像基本原理。从图像采集、光电转换、信号放大到计算机处理、图像重

建等各个步骤均使用模型图来讲解，使核素显像原理每一步骤直观显示，使学员产生兴趣，并容

易理解和记忆。 

[学习策略 ]  

必须在充分理解基础上掌握重点内容。注意图像成像过程中每一步骤仪器的结构和功能。 

 

第四章  放射性药物 

[教学目标 ] 

了解： 

1．放射性药物定义，放射性药物的主要特点。 

2．放射性药物的主要来源。 

3．放射性药物的制备及质量要求。 

4. 常用诊断用放射性药物和治疗用放射性药物。 

理解： 

1. 放射性药物的定义、特点、基本要求和质量控制，放射性核素的来源。 



2. 比较诊断用和治疗用放射性药物。 

掌握： 

放射性药物诊断与治疗的原理。 

应用： 

放射性核素显像剂在脏器及病变中聚集的机理。 

[重点难点] 

重点：放射性药物定义；放射性药物的主要特点 

难点：放射性药物的制备及质量要求。 

[学时分配]  1学时 

[实施方法]  

按照放射性药物定义、分类、作用原理、制备方法、质量控制和临床应用的次序组织授课内

容；并将单光子显像药物和正电子显像药物分两部分讲授。药物作用原理使用原理图，以及结合

制备药物仪器照片等，使能够深入理解放射性药物的特点以及在核医学疾病诊治中的重要作用。 

[学习策略]  

放射性药物是一类特殊的制剂。理解放射性药物特点， 

 

第五章  辐射生物效应与辐射防护 

[教学目标] 

了解： 

1． 射线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随机效应和非随机效应等概念。 

2． 核医学放射卫生防护的目的和基本原则，开放型放射工作卫生防护的技术措施。 

3． 执行个人剂量限制和采取辐射防护措施的理论基础。 

理解： 

1. 放射卫生防护的三大原则和内照射、外照射的防护方法。 

2. 放射卫生防护的目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 

3. 电离辐射对机体的作用机理、影响因素及分类。 

掌握： 

1. 放射卫生防护的三大原则。 

2. 内照射、外照射的防护方法。 

应用： 

1. 能口述图像采集时穿铅衣、带防护眼镜的必要性。 

2. 能解释佩戴个人剂量仪的原因和作用。 

[重点难点] 

重点：辐射防护的目的、基本原则和防护方法。 



难点：辐射效应线型阈值、线型非阈值和指数模式的原理及特点。 

[学时分配 ]  1学时 

[实施方法 ]  

首先讲放射生物学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接着讲授辐射防护原则和措施；使学员可以更好

地理解实际工作中采取防护措施的必要性。辐射生物效益线型阈值、线型非阈值和指数模式用图

形讲解，直观显示三种模式的差异。采用卡通画形象展示辐射防护措施之时间防护、距离防护和

屏蔽防护的方法。 

[学习策略 ]  

从放射生物学基本知识中的辐射生物效益到辐射防护措施是个连续的学习过程。理解相关的

放射生物学概念、辐射生物效益类型及特点。掌握辐射防护三原则。可以口述外照射和内照射辐

射防护具体措施。 

 

第六章  体外分析技术 

[教学目标 ] 

了解： 

1．体外放射分析的定义、基本原理、类型和特点，其中包括放射免疫分析、免疫放射分析、

受体放射分析。 

2．体外放射分析质量控制的目的及常用质控指标，其中包括放射免疫分析、免疫放射分析。 

3．非放射标记免疫分析和体外放射分析的手段及基本技术方法。 

理解： 

1. 体外分析技术的基本原理。 

2. 比较放射免疫与免疫放射分析技术的区别及特点。 

3. 临床常用指标的检测意义。 

4. 超微量检测技术的方法与特点。 

掌握： 

放射免疫与免疫放射分析技术的差别。 

应用： 

能口述超微量检测技术的优势。 

[学时分配 ]  1学时 

[实施方法 ]  

简要介绍体外竞争性放射免疫分析的临床意义和原理，详细介绍放免分析的基本条件、基本

要素和影响因素。详细讲解放射免疫分析与免疫放射分析的异同。 

[学习策略 ]  

记住放射免疫分析、免疫放射分析等定义，能简要陈述体外竞争性放射免疫分析的基本原理，



能说出放免分析有哪几个基本条件和影响因素。 

 

第七章  分子核医学 

[教学目标 ] 

了解： 

1．分子核医学的概念、理论基础。 

2．分子核医学的发展趋势。 

理解： 

1. 分子核医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2. 分子核医学在临床中的应用现状及前景。 

掌握： 

分子核医学概念及主要研究内容。 

应用： 

能解释正电子显像是分子影像学的代表。 

[重点难点 ] 

重点：分子核医学的概念、分子核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难点：分子核医学的主要技术问题 

[学时分配 ] 1学时 

[实施方法 ]  

简要介绍分子核医学的定义和发展历史。结合实验研究文献报告材料及其图片，详细讲解分

子核医学的主要内容。详细解释 PET是目前临床实际运用的分子影像学技术的代表。 

[学习策略 ]  

理解分子医学和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得影像学技术进入分子水平，正电子显像是目前临

床实际应用的代表，其常规使用的显像剂 18F-FDG可检测细胞葡萄糖代谢水平，是代谢显像。 

 

第八章 骨骼系统 

[教学目标 ] 

了解： 

1． 骨显像剂的种类及显像方法 

2． 骨矿物质含量测定（自学）。 

理解： 



 1. 正常全身骨显像影像表现。 

2. 三相骨显像的含义及意义。 

3. 异常骨显像的表现，解释“超级骨显像”、“双轨征”及“炸面圈”征。 

4. 代谢性骨病的骨显像特征性表现。 

5. 股骨头缺血坏死的骨显像影像特点。 

掌握： 

1．骨显像的原理及适应证。 

2．骨显像的特点及临床应用。 

应用： 

 全身静态骨显像正常图像和常见异常图像的判读。 

[重点难点 ] 

重点：骨显像原理及其在转移性骨肿瘤中的应用。 

难点：骨显像的图像分析。 

[学时分配 ]  3学时 

[实施方法 ]  

通过病例讨论导入本章内容； 在复习骨组织构成的基础上，介绍骨显像的原理，详细介绍骨

显像的方法；重点讲授骨显像的影像特征和临床应用，结合 Power Point病例资料和典型影像资料

讲授，特别注意讲解超级骨显像和“炸面圈”样影像特征和引起假阳性、假阴性的情况。布置作

业查阅相关文献，列出有关假阳性的病例报道。 

[学习策略 ]  

能陈述骨显像原理、显像剂和显像方法，列举骨显像的临床应用和出现假阳性的各种情况，

记住超级骨显像、“双轨征”和“炸面圈”样影像特征，能正确并全面描述典型影像特征，并根据

病史作出诊断。 

 

第九章  心血管系统 

[教学目标 ] 

了解： 

1. 理想心肌血流灌注显像剂的条件及心肌灌注显像剂的种类。 

2. 常用心肌灌注显像（99mTc-MIBI，201Tl）的方案与心肌显像的方法。 

3. 心肌代谢显像、心肌细胞活性测定、放射性核素心功能（血池）显像的分类。 

4. 放射性核素心血管动态显像（自学）。 

5. 心脏神经受体显像（自学）。 

6. 亲急性梗死心肌显像（自学）。 



7. 心血管核医学进展（自学）。 

理解： 
1. 正常心肌SPECT显像各断层图像与左室心肌节段的关系，异常心肌显像类型及临床意义。 

2. 心肌灌注显像靶心图与左室心肌节段及冠状动脉支配间的关系。 

3. 心肌灌注显像硝酸甘油介入试验的基本原理及临床意义。 

4. 平衡门电路法心血池显像的基本原理、检查方法、结果分析及临床应用价值。 

掌握： 

1．心肌血流灌注显像的基本原理及其临床应用价值。 

2．心脏负荷试验的种类、目的及负荷心肌显像的意义。 

3．心肌葡萄糖代谢显像的基本原理，结果判断及其临床意义。解释生理与病理状态下心肌葡

萄糖代谢显像与血流灌注显像的影像特征及临床价值。 

应用： 

比较心肌灌注显像与冠状动脉造影诊断冠心病方法的特点。 

[重点难点] 

重点：心肌血流灌注显像的原理与临床应用价值。心肌显像评价心肌细胞活性及其临床意义。 

难点：心肌血流灌注显像的图像分析。平衡门电路法心血池显像的基本原理与结果分析。 

[学时分配] 3学时 

[实施方法]  

通过病例讨论形式导入本章内容；以 Powerpoint 为主，结合板书、典型图像及示意图，简要

介绍心肌灌注显像剂的种类，常用心肌灌注显像的方案与心肌显像的方法，心肌代谢显像、心肌

细胞活性测定、放射性核素心功能（血池）显像的分类；用比较影像学方法（与心脏彩超的功能

测定相比较）介绍射血分数的测定方法、功能判定标准，介绍室壁运动的几种表现及典型意义；

重点讲授心肌灌注断层显像，注意分别讲授显像原理和两种显像剂被心肌摄取的原理；利用模型

和幻灯重点剖析断层显像各个切面的意义和所代表的心肌范围，通过指导学生辨认典型图片讲解

心肌灌注断层显像的临床意义。 

[学习策略]  

通过与冠脉 CTA、冠脉 DSA 及超声心动图进行比较，掌握心肌血流灌注显像、心肌代谢显

像、平衡门电路心血池显像的临床意义；通过模型及示意图，理解心肌灌注显像断层图像与左室

心肌节段及冠状动脉支配间的关系；记住断层显像三个层面的名称；根据典型病例和图像资料说

出正确诊断。查阅相关心肌受体显像文献，自学心肌受体显像，能说出心肌受体显像特异性优势。 

 

第十章  神经系统 

[教学目标] 

了解： 

1．脑血流灌注显像、脑代谢显像、脑受体显像及脑脊液显像的常用显像剂及显像方法； 

理解： 



1. 脑受体显像、脑脊液显像的影像特点及临床应用。 

掌握： 

1. 脑血流灌注显像、脑代谢显像、脑受体显像及脑脊液显像的基本原理； 

2. 脑血流灌注显像、脑代谢显像的影像特点及临床应用。 

[重点难点 ] 

重点：局部脑血流显像、脑代谢显像的原理及应用。 

难点：脑血流灌注显像、脑代谢显像、脑受体显像及脑脊液显像的影像特点。 

[学时分配 ]  3学时 

[实施方法 ]  

从讨论一个临床病例为导入，以 Powerpoint 为主，结合板书及典型图像或示意图，加强提问

互动，重点讲授脑血流灌注显像、脑代谢显像、脑受体显像及 脑脊液显像的基本原理，脑血流灌

注显像、脑代谢显像的影像特点及临床应用，扼要介绍脑血流灌注显像、脑代谢显像、脑受体显

像及脑脊液显像的常用显像剂及显像方法。 

[学习策略 ]  

通过与脑 CT 及脑 MRI 图像的对比来学习脑血流灌注显像、脑代谢显像及 脑脊液显像图像的

定位；通过复习脑脊液循环通路学习脑脊液显像的图像特点及临床应用；能判读脑血流灌注显像

及代谢显像的典型图像，能陈述脑血流灌注显像、脑代谢显像、脑受体显像及脑脊液显像的原理

及临床应用。 

 

第十一章  内分泌系统 

[教学目标 ] 

了解： 

1. 甲状旁腺显像原理、方法和结果分析 (双核素减影法、双时相法)。 

2. 肾上腺皮质显像原理和方法，显像前病人准备。 

3. 肾上腺髓质显像原理和方法。 

熟悉： 

1. 甲状腺摄 131I率试验的原理和方法。 

2. 甲状腺抑制试验原理，测量方法及标准。 

3. 甲状旁腺显像常用显像剂。 

4. 肾上腺皮质、髓质显像常用显像剂。 

掌握： 

1. 甲状腺摄 131I率试验的适应证、禁忌证。 

2. 甲状腺显像正常影像表现、甲状腺显像异常影像表现。 

应用： 



1. 摄碘率测定方法、检查前准备及步骤，会计算甲状腺摄碘率。 

2. 能通过所给图像判断甲状腺及结节的功能状态，并给出正确诊断。 

3. 肾上腺皮髓质显像的临床应用。 

[重点难点] 

重点： 

1. 甲状腺摄碘率适应证、禁忌证，甲状腺功能判定标准。 

2. 甲状腺显像原理，甲状腺结节影像表现及功能状态判定,甲状腺显像的临床应用。 

难点： 

1. 摄碘率的检测方法，甲状腺抑制试验能解决的问题。 

2. 甲状腺结节的影像表现及鉴别诊断。 

[学时分配]  2学时。 

[实施方法]  

简要介绍内分泌系统核医学检查有哪些种类；甲状旁腺、肾上腺皮、髓质显像原理方法和临

床应用；详细介绍甲状腺摄 131I率试验的原理、适应证、禁忌证和检查、测量方法，根据时间－放

射性曲线判定甲状腺功能；重点介绍甲状腺显像的原理、方法、影像表现、结节功能判断和临床

地位，结合 Power Point和典型图像在教师指导下学会判读典型图像。 

[学习策略] 能陈述甲状腺摄 131I 率试验、甲状腺平面显像的原理和方法；列举甲状旁腺显像

两种显像方法、列举肾上腺皮髓质显像临床应用；记住甲状腺摄 131I率试验的适应证、禁忌证和功

能判断标准，记住并能灵活判断甲状腺平面显像的影像表现及临床应用。 

 

第十二章  呼吸系统显像 

[教学目标] 

了解： 

1．肺灌注显像和肺通气显像的原理、适应证和临床应用。 

2．各种显像方法的操作过程。 

理解： 

1．肺灌注和肺通气显像的原理、适应证和临床应用。 

2．肺动脉血栓栓塞的诊断和评价、预测肺肿瘤术后残留肺的功能、肺动脉高压的诊断、大动

脉炎累及肺动脉的观察和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的诊断及疗效观察。 

3．比较肺灌注显像和肺通气显像的方法和图像分析。 

掌握： 

肺灌注与肺通气显像原理、适应证及临床应用，以及两者结合辅助诊断与鉴别诊断肺部疾病。 

应用： 



1. 能辨认肺灌注/通气显像图像。 

2. 肺灌注/通气显像联合应用诊断疾病。 

[重点难点 ] 

重点：肺灌注显像原理，肺灌注/通气显像的临床应用。 

难点：肺栓塞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诊断要点。 

[学时分配 ]  2学时 

[实施方法 ]  

在复习肺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基础上，介绍肺灌注和通气显像的原理。结合 Power Point介绍肺

显像的正常、异常影像表现，重点讲授肺灌注/通气显像的临床应用，着重结合 Power Point病例讲

解肺栓塞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灌注/通气显像的影像表现，使加深印象便于理解。 

[学习策略 ]  

了解肺灌注、肺通气显像的原理和各自使用的显像剂，能描述正常肺灌注、肺通气影像表现，

能根据病例资料和图像对肺栓塞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作出正确定位和诊断，并能说出鉴别诊断。 

 

第十三章  胃肠道显像 

[教学目标 ] 

了解： 

1．胃肠道出血显像、异位胃粘膜显像、胃排空功能测定、十二指肠胃反流显像的基本原理及

临床意义。 

2．小肠通过功能测定、胃食管反流显像、食管通过功能测定、唾液腺显像、14C-尿素呼气试

验的原理及临床意义。 

3. 食管通过功能测定，唾液腺显像。各种检查方法的操作过程（自学）。 

理解： 

1．胃肠道出血显像：基本原理，优缺点，方法选择，适应证、临床应用评价（与血管造影、

内窥镜检查等方法比较）。 

2．异位胃粘膜显像：基本原理，适应证、临床应用价值。 

3．胃排空及小肠通过功能测定：基本原理，常用方法，评价指标，临床意义，与其他检查方

法比较的特点。 

4．胃食管反流和十二指肠胃反流：基本原理，适应证，临床评价，与 X线、胃镜等方法的比

较。 

掌握：  

胃肠道出血显像、异位胃粘膜显像以及胃及小肠功能测定的临床应用。 

应用： 

胃肠道出血显像在胃肠道出血诊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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