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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放射检查已成为非常普遍的
检查手段，随着人们对辐射安全意识
的增强，很多人谈辐色变，认为只要进
入放射科就会有辐射，其实大可不
必。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放射辐射那
些事儿。

1.电离辐射的来源
人类一直生活在有辐射的环境

中，可以说辐射无处不在，从辐射的来
源看，辐射分为天然辐射和人工辐
射。天然辐射包括太阳、宇宙射线和
在地壳中存在的放射性核素产生的辐
射。人工辐射是由人工辐射源产生的
辐射，包括核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使
用以及向环境中排放放射性物质的辐
射核电厂；医学、工业等领域使用的放
射性核素产生的射线，特别是医学诊
断和治疗方面的辐射。

2.哪些检查会有辐射
放射检查包括X线（各种拍片、造

影、骨密度测量）、CT检查、磁共振检

查、超声及核医学检查等，哪些检查会
有辐射呢？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磁
共振和超声检查是不存在辐射的。

X线和CT检查都要应用X射线，
这些检查是存在辐射的。

核医学的检查项目，如PET/CT及
SPECT检查，这些检查中，需要使用特殊
的放射性药物，因此也是具有辐射性的。

3.各种放射检查的辐射剂量
不同的检查方法、检查部位辐射

剂量不同。
4.X射线检查对人体是否有害
X射线检查产生的电离辐射剂量

很低，对人体无害。我国规定拍胸片
允许摄入的剂量是0.4mSv，而我们检
查的摄入量是0.01mSv。腹部CT的国
家标准是25mSv，现在我们做到了只
需要接受10mSv的辐射剂量。

5.做影像检查会不会致癌
医疗辐射存在一定的危害，尽管

这种危害小到我们感觉不到，但还要

尽可能少地接触医疗辐射。
目前没有证据证明 100mSv以下

的辐射使癌症增加，所以说放射检
查致癌的说法是不确切的。但是，
我们还是要减少辐射的暴露。此
外，与成人相比，儿童对辐射的敏感
度会更高，受到医疗辐射后发生致
癌效应的概率约为成人的 3—5 倍。
因此，在给儿童做检查时首选没有
辐射的项目。

6.在日常工作中如何进行辐射防护
在生活中我们是无法完全避免辐

射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控制和防
护辐射。对于辐射的防护，可采用时
间防护、距离防护和屏蔽防护，即缩短
受照时间，增大与辐射源的距离，在人
与辐射源之间增加防护屏蔽。

对于怀孕或可能怀孕的妇女，除
非临床上有充分理由需要进行的检查
外，避免施行放射检查，即使必须检查
也应该采用射线量最低，对胎儿或胚

胎影响最小的方法。同时我们也要注
意，儿童是对射线最敏感的人群，在常
规体检中不需要进行含 X 射线的检
查，除非有某些特殊的原因，例如儿童
患病需要进行检查。

总之，超声检查和磁共振检查
（MRI）没有辐射，X线检查、CT检查和
核医学检查虽然存在辐射，但辐射量
并不大，其危害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因此，如果是为了病情的需要，应该坦
然接受相关检查；如果没有必要，那么
请尽量避免接触医疗辐射。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
第九八九医院平顶山医疗区医学影
像科 杨翠娟）

放射辐射小常识

□记者 魏应钦

本报讯 每年的10月10日是世界
精神卫生日，今年世界精神卫生日的
主题是“营造良好环境，共助心理健
康”。市第六人民医院防治科主任刘
广胜表示，近年来，我国的精神心理
障碍患病率呈上升趋势，除了与社会
压力增大、生活节奏快有关外，还和
人们就医意识增强、精神心理疾病识
别率提高等因素有关，再加上受全球
疫情持续性的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
问题日益突出。而在精神心理疾病的
序列中，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有关儿童
青少年的心理障碍发生率高却识别率
低，他们的心理健康易被忽视。

预防心理疾病从儿童青少年抓起
刘广胜介绍说，目前在世界范围

内，儿童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的发生
率高达1/5，但识别率非常低，还不到
1/5。也就是说，80%的儿童青少年的
精神心理健康问题被忽略了。这也
导致儿童青少年中焦虑抑郁、社交退
缩、暴力行为、网络成瘾、物质滥用甚

至自伤、自杀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预防心理疾病应该从儿童青少

年抓起，因为这个群体是一个不断发
展变化的群体，而且是心理敏感的个
体，容易受到伤害。”刘广胜提醒，当
孩子出现以下问题时，家长和学校应
对其心理健康予以关注：在学校的表
现越来越差，不可逆转；情绪低沉，甚
至有自杀的想法；有严重的健康问
题，如睡眠不好、饮食不佳、全身不
适；总是撒谎或惹祸；惧怕上学；不敢
与人打交道等。家长是孩子的第一
任教师，但当孩子有了家长不能处理
的心理问题时，家长要主动寻求精神
心理科专家的帮助。

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环境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问题如焦虑、抑郁等现象日益增多。”
市第二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郭满红
说，学业压力、亲子关系冲突等成为
孩子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的重要原因。
我们要重视周围环境对孩子的影响，
学会如何处理这些关系，避免和减少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培

养孩子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
质，促进他们正确人生观的形成。

近日，16岁的高一学生聪聪（化
名）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市第二人民
医院心理科就诊。聪聪的母亲告诉
郭满红，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
想去职业中专学习一门技术，对上高
中十分抗拒，而孩子的父亲坚持要他
上高中。结果近段时间孩子的情绪
很低落，有抑郁的表现。

对此，郭满红表示，儿童青少年
的成长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家长如
果过于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忽视心
理健康，这时来自家长、学校和社会
的压力和焦虑会层层传递给孩子，孩
子的压力太大，心理健康就很难保
障。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
找到适合孩子健康成长的教育方式，
孩子就可能成为所在行业的“明
星”。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都要
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给
他们积极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环境，
提供积极有爱的陪伴支持和心理养
育，让他们能够健康茁壮成长。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心理专家提醒：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易被忽视 □记者 王春霞

本报讯 如果你是一个高血压患者，你
每天遵照医嘱服药吗？你的血压真的达标
吗？10月8日是第25个全国高血压日，今
年的宣传主题是：“血压要知晓，降压要达
标。”针对高血压患者应该注意的问题，记
者采访了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
任、高血压达标中心负责人赵文娟。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赵
文娟总结出了几个常见的问题。第一个
问题是，年轻的高血压病人越来越多，这
应该与很多年轻人喜欢熬夜、饮酒、吸
烟、高盐饮食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密切
相关。很多年轻的高血压患者因症状不
明显就不当回事，既不到医院检查到底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升高，也不按医
嘱用药。而长期不规律用药的结果，是
年纪轻轻就出现脑出血、心脏肥大、心
衰、肾衰等严重后果，非常令人遗憾。

对此，她建议年轻的高血压患者要到
医院检查一下自己血压高的原因，以便对
症下药。同时提醒年轻患者，高血压是终
身性疾病，需要长期监测和规范治疗。患
者要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还要遵医嘱按
时服药，控制血压达标，才能降低心脑血管
病的发生风险。

第二个问题是，许多老年高血压患者
很焦虑。老年高血压病人一般能按时吃
降压药，但由于焦虑的因素存在，血压会
出现忽高忽低的波动，这就需要及时到医
院调节神经，调整用药，同时要保护心脑
肾的靶器官免予受损。

针对目前的天气状况，赵文娟提醒
高血压病人，现在已进入深秋，气温不断
降低，很多高血压病人的血压会进入不
稳定状态，尤其是会出现波动性升高。
因此，高血压患者最好到医院经过医生
的正规指导，调整降压药物，控制血压达
标，防止血压突然升高导致心脑血管出
现问题。

对于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到什么
程度才算达标呢？赵文娟说，一般高血
压患者，血压降至140/90mmHg以下，合
并糖尿病、冠心病、心力衰竭或慢性肾
脏疾病伴有蛋白尿的患者，如能耐受，
应 降 至 130/80mmHg 以 下 ；年 龄 在
65—79岁的患者血压降至 150/90mmHg
以下，如能耐受，可进一步降至 140/
90mmHg以下；80岁及以上患者血压降
至150/90mmHg以下。

高血压患者要注意啥？
看一看专家怎么说

10月10日上午，市第二人民医院心理科医生开展“世界精神卫生日”义诊宣教活动。 李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