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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近日，解放军
152医院放射科最新引进的美国GE公司生产
的最新一代discovery MR750 3.0T磁共振成
像系统正式投入使用。

据介绍，3.0T磁共振成像系统为新一代
功能型高场超导磁共振设备，是目前国际上
最先进的设备，具备了当今磁共振最新、最尖
端技术。

MR750 3.0T
拥有最先进的医学技术

“与上一代磁共振相比，MR750 3.0T具有
更清晰的图像质量、更丰富的检查序列、更快
速的检查时间和更多样的检查方法，能为早
发现、早诊断疾病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尤其
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各部位肿瘤筛查方面
具有明显优势。”解放军152医院放射科副主
任姜宗先说，磁共振成像是当今世界上先进
的诊疗技术，自上世纪 80 年代用于临床以
来，获得医学界的高度评价。该科引进的GE
公司Discovery MR750 3.0T磁共振成像系统
拥有多项行业领先的创新技术，是世界上公
认的磁共振技术的重大突破，开创了医学影
像检查的崭新时代。

那么，3.0T磁共振成像系统的临床优势
在哪儿呢?

首先，它有助于更早发现疾病、更加精确
地诊断疾病。3.0T磁共振的波谱分析比传统
磁共振仪更加准确可靠，可以更准确地确定
致病原因，最大限度地达到早期诊断和早期
治疗的目的，进一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挽
救更多患者的宝贵生命。

其次，扫描时间短，在血管成像、动态增
强及功能磁共振成像方面具有更明显的优
势。3.0T 磁共振配备了高清晰快速扫描技
术，在图像清晰度明显增加的前提下，扫描时
间也大大缩短。

另外，它无须使用造影剂，即可观察血管

结构，减少了造影剂对肾脏等器官的损害。
磁共振检查无电离辐射，无X射线损伤，可进
行任意方位成像，可从三维空间上观察人体
内部结构，更适合急诊患者、儿童和老年人检
查，是最安全的成像技术。

MR750 3.0T
是颅脑疾病检查的首选

姜宗先说，临床应用中MR750 3.0T磁共
振成像系统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四
肢关节肌肉系统的诊断方面优势尤为突出。

在颅脑检查方面，MR750 3.0T拥有多项
独特的创新技术，包括3D ASL灌注成像技术
等。其中脑灌注成像可以早期发现脑梗死，
也可以判断肿瘤术后或放疗后是否复发。

3D ASL 灌注成像是3.0T磁共振独有的
一项技术。它是根据组织微循环的血流灌注
来判断组织活力和功能的一种磁共振技术，
通过标记血液中的水分子实现了不打药测量
脑灌注的目的。

此外，3.0T磁共振还可以进行高分辨率
DTI成像（可以显示神经纤维束的走向）、磁敏
感加权成像、高分辨率垂体成像。

MR750 3.0T可应用于全身检查

姜宗先介绍，MR750 3.0T磁共振技术基
本上解决了临床诊断的需要，可用于全身几
乎所有部位的检查。

颅面及颈部：包括眼眶炎症、肿瘤、眼底

疾病的检查，鼻咽部检查，口腔颌面部的炎
症、肿瘤、占位病变诊断，颈部淋巴结、血管及
肌肉的检查等；

胸部组织：如纵隔内的肿物、淋巴结以及
胸膜病变等；

腹部器官：肝癌、肝血管瘤及肝囊肿的诊
断与鉴别诊断，腹内肿块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尤其是腹膜后的病变；

盆腔脏器：子宫肌瘤、子宫其他肿瘤、卵
巢肿瘤，盆腔内包块的定性定位，直肠、前列
腺和膀胱的肿物等；

骨与关节：骨内感染、肿瘤、外伤的诊断
与病变范围，尤其对一些细微的改变如骨挫
伤和关节内软骨、韧带、半月板、滑膜等的病
变，以及骨髓病变有较高诊断价值；

全身软组织：源于神经、血管、淋巴管、肌
肉、结缔组织的肿瘤、感染、变性病变等，皆可
做出较为准确的定位、定性的诊断。

不断引进先进的医疗设备服务患者

解放军152医院副院长兼放射科主任陈
占勋说，3.0T磁共振成像系统的投入使用，推
动了放射科对疑难疾病的诊断水平再上新台
阶。放射科集传统X线、CT、MRI为一体，打
破了按照设备分工的传统模式（分为放射科、
CT 室和磁共振室），统一管理各种影像设备
和诊疗业务内容，不同业务分为三个组，即诊
断组、技术组和医辅组，管理模式与国际接
轨。

该科现有工作人员32人，其中主任医师
1名，副主任医师1名，主治医师5名，主管技
师两名，主管护士1名，硕士研究生两名。工
作人员均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技术水平高，
经验丰富。该科将不断引进国际最先进的医
疗设备，为患者提供最先进的检查手段和优
质的服务。

（魏应钦）

解放军152医院

性能先进的3.0T磁共振成像系统投用

康复医学通过研究有关功能障碍的预
防、评定和处理（治疗和训练）的问题，综合协
调地应对各种措施，减少病、伤、残者身心和
社会功能障碍，达到发挥病人身体的最高潜
能的作用，使病、伤、残者能重返社会，提高生
活质量。

关于智能康复，目前还没有人给出完整
的定义与规范。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康
复医院副院长、市康复医学会会长张凯依据
人类智能七要素，提出“体系化创新：智能康
复七要素”（语言、逻辑、空间、肢体运作、音
乐、人际、内省）。

康复的内涵正在发生质的改变

我国康复医学有组织的发展始于 1983
年。20 多年来，我国的康复事业在逐渐壮
大，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教育落后、医疗
费用高、设备差、患者及家属对康复认识差等
问题。近年来，随着新思维、云平台、大数据
的迅猛发展，中国康复事业的发展面临新的
机遇和挑战。

张凯说，以往很多患者甚至医务人员，认
为在病人的治疗过程中手术和药物是最重
要，即经临床医疗处理，患者生命保住、病情
稳定、脱离险情后，再针对遗留的功能障碍问
题予以康复解决。实际上，康复治疗与手术
药物等的治疗同等重要，尤其是早期的介入
对患者的身心功能恢复、预防二次损伤等都
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作为医生，应该以

“功能”为导向，不仅着力于抢救生命、逆转病
理、消除症状，同时还要用康复医学的知识和
技巧保存、改善和补偿患者的功能，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增强患者的生活信心。

随着时代的发展，康复也出现了深层次
的含义：康复意味着“复原”“重新获得能力”

“恢复原来的权利、资格、地位、尊严”，它采用
综合的措施包括医疗、教育、职业、社会和工
程等方面，以病、伤、残者的功能障碍为核心，
强调功能训练，以提高生活质量、回归社会为

最终的目标。
康复治疗在我国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

呢？张凯介绍说，在中国13亿多的人口中，需
要康复治疗的残疾人有3600多万，41万脑瘫
患者、600万中风患者和1600万精神疾病患
者也有康复需求。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从事
康复服务的队伍只有5600多人，平均每10万
人口仅“分摊”0.4名康复治疗师。另外，随着
当今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康复医疗面临
的局面更加窘迫。

今年5月30日、31日，第四届国际康复医
学与工程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涉及疼痛康
复管理、智能康复辅具与脑卒中治疗、颈椎病
诊断和治疗、保健预防与进展、老年病康复等
科研项目，传达了临床医学发展需求。徒手
治疗与康复机器人、Workshop-3D打印临床
转化、康复辅具系统等国际领先的智能康复

工程项目为基础科研与临床医学的进一步转
化提供了新视角。

如何顺应新思维、云平台、大数据的发
展，推动康复事业前进？张凯表示：标准化、
流程化、规范化的康复手段——智能康复，无
疑可以打造出更有效率的康复运营系统，实
现“工厂化”模式。这样不仅解决了康复师的
压力，同时为康复事业注入新的内涵。

智能康复是现代康复的升级版

智能已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一部分，智能
手机、智能电视、智能汽车……在康复领域也
可以“智能 ”吗？答案是肯定的。

如今，不良生活习惯与高强度劳动使心
脑血管疾病患者数量与日俱增。其中，脑卒
中以发病急、病死率高，成为危害中老年人身
体健康的头号“杀手”。统计数据表明，目前，

随着科技发展、医学进步，脑卒中的存活率较
以往有大幅度提高，但仍有约3/4的存活者会
留下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如肢体瘫痪、语言
交流困难、肢体麻木、认知障碍、吞咽困难
等。其中，偏瘫是最常见的脑卒中后遗症，它
不仅会给患者造成巨大痛苦，也将为其家庭
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难道偏瘫患者就再无站起来的可能？他
们就注定在轮椅甚至床上度过余生？对此，
张凯表示，偏瘫主要是一种神经功能障碍，而
这种现象并非不可治疗。相反，只要早期进
行相应的康复治疗，大部分偏瘫患者是可以
恢复患肢功能的。并且，随着康复医学的发
展，截瘫、偏瘫和各种功能障碍等疾病的伤残
人士，均可通过系统的智能康复治疗，逐渐恢
复基本的生活能力，重新回归社会。

到底什么是智能康复呢？目前，还没有
人给出它完整的定义与规范（标准）。相较于
现代康复治疗方法如PT（运动）、OT（语言）、
ST（作业），智能康复训练则与人类智能七要
素相结合，将PT（运动）、OT（语言）、ST（作业）
训练发展为智能PT联合单元、OT联合单元、
ST 联合单元，通过神经系统康复治疗工作
站、吞咽小屋、平衡评定训练系统……将康复
治疗细化为人类智能发展的各项需求，使康
复治疗变得更加系统化、规范化。

智能康复将带来革命性影响与变化

让病人的满意度成为最有价值的评价标
准，通过构建病人支持系统，让病人在支持及
引导下完成康复（引导式康复），使康复不再
只是关注传统的服务、技术、设备等平面元素，
而是更加人性化，从平面走向立体空间化。

标准化、流程化、规范化的康复运营系统
将更有效率，它“解放”了康复治疗师，使其从
体力劳动者变成评估者、指引者，治疗师变成
了“治疗老师”。这样更加绿色低碳，占用更
少的空间、人力资源，简约高效、受众面大而广
的康复新理念，将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中为业
界带来革命性影响和变化。（李莹 牛瑛瑛）

让智能康复引领康复新变革
——访市康复医学会会长张凯

6 月 23 日，放射科的医护人员利用先进的 3.0T 磁共振成像系统为患者检查病情。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6月23日，张凯正在编写康复知识手册，为患者康复锻炼提供理论指导。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