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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提供实用且行之有效的处理操作规范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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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一体化 斝斉斣棷斖斠 是 新一代的分子影像学设

备棳能够同时提供功能代谢和解剖信息棳为疾病的早期

发现暍早期诊断提供了崭新的手段棳且逐渐进入临床应

用椲棻灢棿椵暎由于斝斉斣棷斖斠融合了两种设备棳对护理工作

提出了更高暍更新的要求棳需要护士既熟悉放射性示踪

剂的辐射护理棳又掌握 斖斠 检查和对比剂的护理知

识暎本文根据目前我国一体化斝斉斣棷斖斠应用的护理

实践经验棳按照专家组的指导和建议棳对斝斉斣棷斖斠检

查的护理流程进行规范棳为一体化 斝斉斣棷斖斠 护理工

作提供参考暎
棻暋检查前准备

棻灡棻 受检者预约暋栙向受检者简单介绍斝斉斣棷斖斠检

查及注射药物的流程棳了解受检者是否有 斖斠检查禁

忌证棳增强检查受检者需了解是否有 斖斠对比剂过敏

史棳肝肾功能不全或严重受损的受检者应尽量避免行

增强检查暎斖斠检查注意事项包括椇装有心脏起搏器暍
神经刺激器暍人工心脏瓣膜暍电子耳蜗植入暍心脏监护

装置暍需生命支持及抢救的危重受检者棳高热暍幽闭恐

惧症患者棳妊娠期棾个月内孕妇等应避免进行检查椈体
内植入物如钢针暍钢板暍人工关节暍血管支架等棳需经手

术医师或器械说明书确认为非磁性或 斖斠 检查安全

的物体者可进行检查椈有假牙的受检者检查前需去除

假牙椈检查盆腔的女性受检者棳需取出金属节育环暎栚
嘱受检者检查当日携带既往检查资料棬斆斣暍斖斠暍超声暍
血管造影等棭暎栛向受检者交代检查前注意事项椇禁食

椂旇以上棳禁食期间可以饮用不含糖的水椈检查当日高

龄暍体弱暍行动不便暍认知障碍的受检者棳需家属陪同椈
检查前棽旇内禁做剧烈运动椈检查当日不要佩戴金属

配饰棬包括金属纽扣和拉链衣物棭椈腹部暍盆腔检查的受

检者需空腹棳盆腔检查适当憋尿椈糖尿病受检者需对血

糖水平进行控制椈受检者需说明使用药物的情况椈婴幼

儿暍躁动等不合作患者检查前给予药物镇静暎
棻灡棽 检查当日准备暋栙请受检者签署斝斉斣棷斖斠知情

同意书棳并再次与受检者确认预约单注意事项暎栚对

需进行增强检查的受检者棳向其介绍 斖斠对比剂的不

良反应棳签署注射对比剂知情同意书棳护士配备好吸氧

装置棳清点和完善抢救车急救药品及设备椲椵暎栛请受

检者更换检查服暎护士在治疗室测量受检者血糖棳要
求血糖椉棻棻灡棻旐旐旓旍棷斕棳进行静脉留置针穿刺椲椂椵暎穿

刺时了解受检者手部血液循环情况棳选择血管明显暍弹
性好暍无皮肤损伤及结痂的手背部静脉血管棳常规消毒

后留置针穿刺棳穿刺成功采用美敷贴妥善固定穿刺针棳
减少针尖对血管壁的刺激棳并注射棿旐旍生理盐水进行

封管暎注射放射性示踪剂和 斖斠斏对比剂的受检者建

立棽条静脉通路棳在留置针敷料外标注棻暍棽号棳棻号为

放射性示踪剂通路棬如棻椄斊灢斊斈斍棭棳棽号为对比剂通路

棬如马根维显棭暎嘱受检者斝斉斣棷斖斠斏前于专用卫生间

排尿暎栜斖斠检查无辐射棳但由于存在强大的磁场棳严
禁将铁磁性物品及电子产品带入检查间棳避免发生抛

射伤害导致的意外伤亡事故暎护士确认受检者和陪同

人员去除所有金属携带物棳包括头饰暍发卡暍假牙暍眼
镜暍装饰物暍文胸暍所有电子产品棬如手机棭暍手表暍磁卡暍
钱包暍钱币等棳轮椅暍担架暍检查床暍氧气瓶暍监测设备等

严禁进入检查间棳吸氧受检者使用氧气袋棳行动不便受

检者使用无磁轮椅或无磁检查床暎护士严禁携带铅

罐暍金属注射器防护套等物品进入检查间椲椃椵暎
棽暋注射药物的护理

棽棶棻 注射常规放射性示踪剂的护理暋栙注射放射性

药物前棳测量受检者的身高和体质量棳根据体质量计算

注射剂量棬如棻椄斊灢斊斈斍棾灡椃 斖斅旕棷旊旂体质量棭棳并记录

注射时间和活度暎栚通过建立的静脉通路注入示踪

剂棳然后用生理盐水冲洗管道棳拔针头棳以棉球覆盖针

眼棳嘱受检者按压注射点棾暙 旐旈旑后松开棬凝血功能

异常或应用抗凝药物时需延长按压时间至棻棸旐旈旑棭暎
栛注射完毕后对受检者进行视听封闭棳调暗休息室灯

光亮度棳温度控制在棽棽曟左右棳卧床闭目休息棿棸旐旈旑棳
期间避免交谈暍进食和咀嚼暎
棽灡棽 动态扫描床旁注射放射性示踪剂的护理暋栙测

量受检者的身高和体质量棳在检查间协助技师对受检

者摆位暎栚在治疗室抽取放射性示踪剂棳根据体质量

计算注射剂量棬如棻椄斊灢斊斈斍棾灡椃 斖斅旕棷旊旂体质量棭棳技
师电话通知后进入扫描间暎栛床旁弹丸注射放射性示

踪剂棳棾旙内注射完毕棳并推注棿旐旍生理盐水冲管棳注
射同时技师开始采集图像棳注射结束后确认受检者无

不良反应后离开暎
棽灡棾 注射双放射性示踪剂的护理暋栙注射放射性药

物前棳测量受检者的身高和体质量棳首先注射短半衰期

显像剂棳根据体质量计算注射剂量棬如棻棾斘灢斄旐旐旓旑旈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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椃灡棿斖斅旕棷旊旂体质量棭棳通过建立的静脉通路注入示踪

剂棳然后采用生理盐水冲洗管道暎栚第棻次显像检查

结束后棳受检者卧床闭目休息等待棻棸个半衰期棳然后

通过 静 脉 通 路 注 射 长 半 衰 期 示 踪 剂 棬如棻椄斊灢斊斈斍
椃灡棿斖斅旕棷旊旂体质量棭椲椄椵暎栛注射长半衰期示踪剂后的

护理同棽灡棻暎
棽灡棿 注射放射性示踪剂和对比剂的护理暋栙注射放

射性药物前棳测量受检者的身高和体质量椈根据体质量

计算注射剂量棬如示踪剂棻椄斊灢斊斈斍棾灡椃 斖斅旕棷旊旂体质

量棳对比剂棸灡棻旐旐旓旍棷旊旂体质量棭棳为避免静脉管道内

放射性示踪剂浓聚影响显影质量棳使用棽条静脉通路

分别注射放射性示踪剂和对比剂棳棻号通路注射示踪

剂棬如棻椄斊灢斊斈斍棭棳棽号通路注射 斖斠对比剂棳并指导受

检者出现不良反应使用报警装置椲椆椵暎栚注射放射性示

踪剂的护理同上述暟棽灡棻暠暎栛使用高压注射器注射

斖斠对比剂棳按无菌操作将药物及生理盐水抽吸至双

筒高压注射器针筒棳按药品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对比

剂暎首先推注生理盐水棿暙 旐旍棳观察穿刺处有无肿

胀渗出暍受检者是否有不适感棳如无不适感继续注射对

比剂棳速率棽灡 旐旍棷旙棬根据检查部位和要求调整棭暎
棾暋斝斉斣棷斖斠检查时的护理

棾灡棻 斝斉斣棷斖斠检查时的常规护理暋栙护士在检查间

协助技师对受检者摆位棳尤其危重受检者椈协助受检者

带好耳塞棳避免 斖斠 检查噪音引起的不适椈颅脑受检

者带眼罩椈受检者双手分开不与身体其他部位形成环

路棳避免灼伤受检者皮肤暎栚指导胸腹部检查受检者

呼吸训练棳吸气暘呼气暘屏气每次约棻 暙棽棸旙棳通过扫

描床的电子显示屏查看受检者呼吸波形棳以达到 佳

成像效果暎
棾灡棽 对比剂不良反应的护理暋密切关注 斖斠增强检

查的受检者棳一旦发现不良反应棳立即终止检查棳进行

积极处理棳必要时迅速通知医院急诊室协同抢救暎虽

然 斖斠对比剂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仅棸灡棸椂棩棳但重度不

良反应危及受检者生命棳因此棳护士必须掌握不良反应

的临床表现和抢救措施椲棻棸灢棻棻椵暎对比剂不良反应根据

程度分为轻暍中及重度暎
棬棻棭轻度椇受检者症状及体征轻棳可自限暎症状包

括出汗暍瘙痒暍皮疹暍荨麻疹暍皮肤苍白或潮红暍恶心暍咳
嗽暍头痛暍头晕暍颜面部肿胀暍发热暍寒战暍焦虑暎对于发

生轻度不良反应的受检者棳需观察直至确认症状缓解

或无进展棳一般不需治疗暎
棬棽棭中度椇受检者症状和体征较明显棳表现为全身

性或弥漫性红斑暍心动过速或过缓暍轻度低血压暍高血

压暍支气管痉挛暍喉头水肿暎病情可能进展棳甚至危及

生命棳必须立即治疗棳密切监测生命体征棳开放静脉

通道暎
棬棾棭重度椇常危及受检者生命棳表现为严重低血压暍

严重心律失常暍心脏骤停暍意识丧失暍喉头水肿暍惊厥暎
需立即识别并积极抢救棳密切监测生命体征棳开放静脉

通道椈一旦出现过敏性休克棳应立即置受检者于卧位棳
头偏向一侧棳及时给予氧气吸入棳如有分泌物立即清

除棳保持呼吸道通畅棳以纠正组织缺氧椈并立即给予肾

上腺素棻旐旂皮下注射棳建立静脉通道及时补充血容

量棳给予扩容暍升压暍抗休克暍抗过敏药物棳必要时给予

呼吸兴奋剂暍血管活性药物等椲棻棽灢棻棾椵暎
棿暋斝斉斣棷斖斠检查后的护理

受检者检查结束后棳将其扶下检查床棳拔去留置

针棳棉签按压注射点棾暙 旐旈旑以防止出血棬凝血功能

异常或应用抗凝药物时需延长按压时间至 棻棸旐旈旑棭椈
医疗废物均按放射性垃圾处理暎

受检者在候诊室休息棻 暙棾棸旐旈旑棳观察无异常后

可离开椈告知受检者棽棿旇内不接触孕妇及婴幼儿椈避
免排泄物污染衣物棳否则及时更换椈适量饮水以利药物

排出体外暎
暋护士的个人放射防护

护士在工作时间佩戴计量笔棳进入高活区棬治疗

室棭必须穿隔离服暍铅衣暍铅帽暍防护眼镜暍手套等防护

用品棳防止放射性物质经呼吸道暍消化道暍皮肤伤口进

入体内棳同时携带表面测污仪暎
护理操作熟练棳尽量减少射线接触时间椈每次操作

完毕后对操作台周围进行核素水平测量棳并做好清洁

工作棳定期对地面进行清洗椈放射性废物投入专门的废

物桶暎
护理工作完毕后淋浴棳更换工作服暎
棬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 斝斉斣棷斖斠 脑功能成像

工作委员会专家组名单椇李亚明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核医学科椈卢洁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核医学

科椈左长京棳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核医学科椈李

彪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核医学科椈兰晓

莉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核医学科椈
艾林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核医学科椈白

玫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医学工程处椈崔瑞雪棳北京

协和医院核医学科椈方继良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放射科椈冯逢棳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椈富丽萍棳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医院核医学科椈耿建华棳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核医学科 斝斉斣棷斆斣 中心椈韩斌如棳首都医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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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宣武医院护理部椈胡振华棳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椈贾红梅棳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放射性药物学科椈
凌雪英棳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斝斉斣棷斆斣 中心椈刘斌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核医学科椈刘伟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放射科核磁共振室椈乔洪文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核

医学科椈孙洪赞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放射及核

医学科椈孙夕林棳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斣斚斊灢
斝斉斣棷斆斣棷斖斠中心椈谭海波棳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斝斉斣中心椈谭国伟棳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椈
王亚蓉棳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影像中心椈魏龙

晓棳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核医学科椈翟士桢棳北京大

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椈张苗棳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放

射科椈邹启红棳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椈左西年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磁共振成像研究中心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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