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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传统介入放射学棬旈旑旚斿旘旜斿旑旚旈旓旑斸旍旘斸斾旈旓旍旓旂旟棳斏斠棭主
要指在 斬线引导下实施的血管造影诊断和血管腔内

操作技术棳除成像设备如数字减影 斬 线机之外棳尚需

各种型号的导管暍导丝暍球囊暍支架和栓塞剂等暎当前

绝大多数神经和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斏斠诊疗过程系由

相应学科的临床医师完成棳仅外周血管和经血管肿瘤

介入治疗主要由放射科医师完成棳包括腔内成形术和棷
或血管支架植入术治疗各种血管狭窄棳以及血管栓塞

术暍经动脉肿瘤血管灌注化学治疗和栓塞术治疗肿

瘤等暎
非 血 管 介 入 技 术 棬旑旓旑灢旜斸旙斻旛旍斸旘旈旑旚斿旘旜斿旑旚旈旓旑斸旍

旚斿斻旇旑旈旕旛斿旙棭是指在影像学引导和监测下实施经皮穿刺

等诊疗技术棳相对传统经血管斏斠而言虽然起步稍晚棳
内容却更为丰富棳应用范围广棳从业人数众多暎不同于

传统经血管斏斠基本以 斬线设备作为引导棳目前非血

管介入技术所用影像学设备涵盖超声暍斆斣 和 斖斠 成

像仪及各种导航设备和机器人辅助设备棳仅有少量操

作如经皮穿刺胆道置管引流术等在斬线引导下完成暎
非血管介入技术具有创伤小暍疗效明显暍患者恢复

快等优点棳现已为各科医师广泛接受棳并熟练用于临床

实践棳从穿刺活检病变暍肿瘤消融暍放射性粒子植入暍神
经阻滞暍置管引流到各种经皮穿刺诊疗项目棳特别在肿

瘤消融治疗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棳相比经血管化学治

疗栓塞术棳非血管介入的局部治疗效果更可预期暎对

于无法行外科手术切除或身体达不到开放手术条件的

肿瘤患者棳肿瘤消融治疗正发挥着重要作用暎化学消

融暍热消融暍冷冻消融和纳米刀消融肿瘤技术各具特

点棳适用于治疗各种不同部位肿瘤棳应根据个体化治疗

原则加以灵活应用暎
超声实时引导可清晰显示实质性脏器的结构棳超

声引导下介入已经成为治疗肝脏暍肾脏暍甲状腺和乳腺

等实质性脏器病变的重要手段暎医学超声在欧美国家

属于临床放射学棬斠斸斾旈旓旍旓旂旟棭的亚专业之一棳在国内则

为独立学科棳因此棳国内超声介入技术主要由超声专业

医师完成棳部分内科和外科医师也借助超声设备进行

非血管介入操作棳而放射科医师则少用超声引导介入

治疗暎
斆斣成像密度分辨率高棳视野大棳图像直观棳可行

三维成像棳图像不受气体和骨骼影响棳已被广泛用于

引导全身各部位病变的介入诊疗暎早期 斆斣介入操

作多采用盲穿暍间断扫描监测暎目前借助于各种导

航和机器人辅助设备棳斆斣引导穿刺可达到准确暍实
时棳利用低剂量 斆斣 透视可实现真正实时和精准穿

刺暎由于 斆斣介入是相对比较新的技术棳并涉及各种

成像原理和图像重建技术棳以往主要由放射科医师

完成各种斆斣介入治疗方案的设计暎经过十余年努

力推广普及棳目前斆斣介入从业者已大大超出放射学

专业棳各学科临床医师已能熟练应用斆斣进行介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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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工作暎
斖斠软组织密度分辨率优良棳可多方位成像棳以高

场强设备进行快速扫描能够达到实时引导穿刺棳术中

热图成像能够监测病灶于治疗中的温度变化棳利用其

丰富的扫描参数更可精确评价疗效棳尤其近年来大孔

径短磁体的设计棳使闭合式高场强设备用于介入治疗

更为便利暎当前磁共振介入在国内发展尚不够普及棳
主要原因在于磁共振兼容设备数量少暍价格昂贵棳且从

业人员需要熟练掌握磁共振成像原理暍诊断及扫描等

技能棳使得磁共振介入技术仍然局限于放射科医师棳其
推广应用步伐正在逐步加快暎

纵观国内介入技术的发展历程棳除超声介入之外棳
非血管介入起源并立足于放射科棳但长期以来并未被

传统斏斠 从业者广泛接纳棳某些前沿性技术如磁共振

介入和纳米刀消融技术甚至目前仍未得到传统斏斠从

业者的足够重视棳导致非血管介入技术逐渐疏离放射

介入专业棳比如纳米刀肿瘤消融技术在肝胆外科中的

应用和普及程度远远超过放射介入领域暎非血管介入

的名称也由暟介入暠逐渐转为暟微创暠棳目前暟影像学引导

微 创 治 疗 棬旈旐斸旂旈旑旂 旂旛旈斾斿斾 旐旈旑旈旐斸旍旍旟 旈旑旜斸旙旈旜斿
旚旇斿旘斸旔旟棭暠这一名称应用越来越广泛棳部分非血管介入

技术也正由暟微创治疗暠向暟无创治疗棬旈旐斸旂旈旑旂旂旛旈斾斿斾
旑旓旑灢旈旑旜斸旙旈旜斿旚旇斿旘斸旔旟棭暠发展棳如磁共振引导聚焦超声

在子宫肌瘤暍颅内肿瘤和神经靶点毁损方面已获得很

好的疗效棳磁共振血管介入技术的基础研究已取得很

大突破棳斖斠斏除可大视野暍多方位暍清晰显示血管腔外

结构之外棳还能通过带有微型线圈的导管清晰显示血

管腔内结构棳未来将在血管介入诊疗过程中发挥重大

作用暎在这种大环境下棳非血管介入已更多地成为一

类介入技术棳而非一门独立学科棳很多全新的领域有待

探索暍开发和推广应用棳如磁共振介入联合内镜治疗技

术暍磁共振引导干细胞治疗暍磁共振聚焦血脑屏障开放

下脑肿瘤化学治疗技术等暎
在得到广泛普及和应用的同时棳非血管介入也逐

渐走向正规和规范化椈针对影像学引导下肿瘤消融治

疗棳治疗预期已不再是减瘤或姑息治疗棳而在于争取

大程度地施行根治性消融棳由此提出肿瘤消融的终极

目标棳即欲消融的肿瘤组织暟片甲不留暠暍应保留的非瘤

组织暟丝毫无损暠棳这种理念在多发肺部磨玻璃结节的

消融治疗中优势尤其突出暎对于体积较大暍位置复杂

的肿瘤棳不应以一种消融技术治疗所有肿瘤棳而应在众

多消融技术中选择 适当的方法棳以实现个体化消融暎
对于无法彻底消融的晚期肿瘤棳尤应联合化学治疗暍靶
向或免疫治疗棳以扩展治疗效果暎

为实现精准的非血管介入治疗棳仅仅依靠从业医

师个人技术和经验是不够的棳未来肿瘤消融计划和人

工智能系统及设备的加入棳将使非血管介入技术的操

作变得更为方便和规范暎在实施非血管介入手术的环

境方面棳目前除了部分大型医院之外棳多数医院的 斆斣
或磁共振介入室条件仍简陋棳不能达到无菌和防辐射

环境标准棳缺乏相关辅助设施和设备棳操作者的无菌意

识和安全意识亦不够高棳不利于避免或及时处理术中

可能发生的风险暎因此棳有必要及时出台相关行业和

国家标准来规范棳以保障介入手术的安全性棳促进非血

管介入范畴的不断拓展和临床应用的广泛普及棳更好

地造福于广大患者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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