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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放射治疗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杨沿进
咸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湖北 咸宁 437000

摘 要：本文综述了介入放射治疗在临床医学中的广泛应用及其技术优势。介入放射治疗作为一种先进的医疗技

术，依赖于精密的影像引导设备和介入操作器械，结合多种药物治疗，实现了对多种疾病的精准、微创治疗。详细介

绍了介入放射治疗在肿瘤、血管性疾病和非血管性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并探讨了其微创性、可复性高、精准定位、副

作用小和治疗效果明显等优势。介入放射治疗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和广泛的应用前景，成为现代医学领域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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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介入放射治疗作为一种融合了影像学与临床

治疗的先进医疗手段，近年来在临床医学中取得了显著

进展。该技术通过精准的影像引导，实现了对病变组织

的微创治疗，极大地减少了手术创伤和并发症，提高了

治疗效果。随着数字医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介入放射治疗的技术水平和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拓展，为

众多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和希望。

1��介入放射治疗的技术与方法

1.1  介入放射治疗的设备
介入放射治疗作为一种先进的医疗技术，依赖于一

系列精密的设备来确保其精确性和安全性。这些设备主

要包括影像引导设备和介入操作设备两大类。影像引导

设备，如X射线机（包括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
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MRI）和超声成
像系统，为医生提供了实时的、高分辨率的患者体内影

像，使得介入操作能够精准定位。介入操作设备则包括

导管、导丝、穿刺针、球囊扩张器、血管内支架、射频

消融针等，这些设备在影像引导下进入患者体内，完成

诸如血管成形、栓塞、消融、取样等具体操作。先进的

影像技术和操作设备的结合，使得介入放射治疗成为了

一种高效、低创的治疗手段。

1.2  介入放射治疗的药物
介入放射治疗不仅依赖于物理手段，还常常需要结

合药物治疗以达到最佳疗效。介入治疗中使用的药物种

类繁多，主要包括造影剂、麻醉药、抗凝药、溶栓药、

化疗药以及免疫调节药物等。造影剂用于提高影像对比

度，帮助医生更清晰地观察病变部位；麻醉药用于缓解

疼痛和焦虑，确保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保持舒适；抗凝药

和溶栓药则用于预防和治疗血栓形成；化疗药和免疫调

节药物则在肿瘤等疾病的介入治疗中起到杀灭或抑制癌

细胞的作用。药物的合理选择和适时应用，对于提高介

入放射治疗的成功率和安全性至关重要[1]。

1.3  介入放射治疗的分类
介入放射治疗根据治疗目的和具体操作技术的不

同，可以分为血管性介入和非血管性介入两大类。血管

性介入主要针对血管系统的疾病，如冠心病、脑血管疾

病、外周血管病等，通过血管内导管技术进行治疗，如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血管内支架置入、动脉
瘤栓塞等。非血管性介入则涵盖了更广泛的疾病领域，

如肿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系统疾病

等，治疗方法包括经皮穿刺活检、射频消融、微波消

融、粒子植入、肿瘤栓塞等。这两大类介入放射治疗技

术在临床实践中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介入放射学的庞

大体系，为众多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选择。

2��介入放射治疗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

2.1  肿瘤治疗
介入放射治疗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应用，标志着癌症

治疗从传统的外科手术、化疗和放疗向更加精准、微创

的方向迈进。在介入放射治疗中，针对肿瘤的治疗方法

主要包括肿瘤栓塞、射频消融、微波消融、放射性粒子

植入等。肿瘤栓塞通过导管技术将栓塞剂精准送达肿瘤

供血血管，阻断其血液供应，使肿瘤细胞因缺血缺氧而

坏死。射频消融和微波消融则是利用高频电磁波产生的

热能，在影像引导下直接作用于肿瘤组织，使其迅速升

温并达到凝固性坏死的目的，这两种方法特别适用于不

宜手术的小肝癌、肺癌等实体瘤。放射性粒子植入则是

将含有放射性同位素的微小颗粒植入肿瘤内部，通过持

续释放低能量辐射，杀灭或抑制肿瘤细胞生长，该方法

特别适用于前列腺癌、胰腺癌等局部晚期肿瘤的治疗。

介入放射治疗不仅提高了肿瘤治疗的精准性，还显著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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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传统治疗方法可能带来的创伤和并发症，为患者提

供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在肿瘤治疗过程中，介入放

射治疗还常常与化疗、放疗等其他治疗手段相结合，形

成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MDT）。例如，通过导管灌注
化疗药物，可以显著提高肿瘤局部的药物浓度，减少全

身毒性反应，提高疗效；同时，介入放射治疗还可以为

放疗提供精确的定位和评估，如通过血管造影了解肿瘤

的血供情况，帮助放疗医生制定更加合理的照射计划。

这种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的应用，使得肿瘤治疗的整体

效果得到了显著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得到显著

改善。

2.2  血管性疾病治疗
血管性疾病，如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外周血管病

等，是介入放射治疗应用最为广泛的领域之一。在冠心病

的治疗中，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已成为急性心
肌梗死、不稳定型心绞痛等冠心病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案。

PCI通过导管技术，将球囊或支架送入冠状动脉狭窄部
位，通过球囊扩张或支架置入，恢复冠状动脉的血流，缓

解心肌缺血症状。这一技术不仅挽救了无数冠心病患者的

生命，还显著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脑血管疾病方面，

介入放射治疗主要用于动脉瘤栓塞、脑血管狭窄支架置入

等。动脉瘤栓塞通过导管技术将栓塞材料送入动脉瘤内，

封堵动脉瘤腔，预防其破裂出血。脑血管狭窄支架置入则

是通过导管技术将支架送入狭窄部位，通过支架的扩张作

用，恢复脑血管的血流，降低脑梗死的发生风险。这些技

术不仅有效解决了脑血管疾病患者的病痛，还为他们的康

复和生活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2]。外周血管病方面，介入

放射治疗主要用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深静脉血栓

形成、糖尿病足等疾病的治疗。通过导管技术，将溶栓药

物、抗凝药物或扩张血管药物直接送达病变部位，或通过

球囊扩张、支架置入等技术恢复血管血流，有效缓解了患

者的疼痛和功能障碍。

2.3  非血管性疾病治疗
介入放射治疗在非血管性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同样广

泛。在呼吸系统疾病方面，介入放射治疗主要用于肺

癌、肺结节、支气管扩张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通过经

皮穿刺活检、射频消融等技术，可以精准地获取病变组

织样本，进行病理诊断；同时，射频消融等治疗方法还

可以直接作用于病变组织，达到杀灭或抑制肿瘤生长的

目的。消化系统疾病方面，介入放射治疗主要用于食管

癌、胆道梗阻等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通过食管支架置

入、胆道引流等技术，可以缓解患者的吞咽困难、黄疸

等症状；通过射频消融、粒子植入等技术，还可以直接

作用于肿瘤组织，提高治疗效果。泌尿系统疾病方面，

介入放射治疗主要用于肾癌、前列腺癌等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通过经皮肾穿刺活检、射频消融等技术，可以精

准地获取病变组织样本；同时，射频消融、粒子植入等

技术还可以直接作用于肿瘤组织，提高治疗效果；通过

输尿管支架置入等技术，还可以缓解患者的尿路梗阻

症状。

3��介入放射治疗的优势

3.1  微创性
介入放射治疗最大的优势之一在于其微创性。传统

手术治疗往往需要大面积切开皮肤和组织，带来较大的

创伤和术后恢复时间。而介入放射治疗则通过影像引导

下的微小通道（如血管、体腔等）进行操作，避免大面

积的切开，大大减少手术创伤。这种微创性不仅减轻患

者的痛苦，降低手术风险，还加速了术后恢复过程，缩

短住院时间，减轻医疗负担。许多原本需要外科手术的

疾病，如今可以通过介入放射治疗以更小的创伤获得同

样甚至更好的治疗效果。

3.2  可复性高
介入放射治疗的另一个显著优势是其高度的可复

性。由于介入操作通常通过血管或自然腔道进行，对患

者体内结构的破坏较小，因此治疗失败后往往有再次治

疗的机会。与某些一次性、不可逆的传统手术相比，介

入放射治疗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和可能性。当

治疗效果不佳或病情复发时，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调整治疗方案，重新进行介入操作，以达到更好的

治疗效果。这种高度的可复性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疗

希望和信心[3]。

3.3  精准定位
介入放射治疗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精准定位能力。借

助先进的影像引导技术，如X射线、CT、MRI和超声等，
医生可以实时、清晰地观察患者体内的病变情况，并精

确定位治疗目标。这种精准定位不仅确保了治疗的准确

性和有效性，还大大降低了误伤正常组织的风险。与传

统放疗或化疗相比，介入放射治疗能够更精确地控制治

疗范围和治疗剂量，从而减少对正常组织的损伤，提高

治疗效果。

3.4  副作用小
介入放射治疗由于具有高度的精准性和微创性，因

此其副作用相对较小。传统治疗方法，如放疗或化疗，

往往会对全身产生较大的副作用，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和健康。而介入放射治疗则通过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

减少对正常组织的照射或药物暴露，从而降低了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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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这种低副作用的特点使得介入放

射治疗成为许多患者的首选治疗方案，特别是对于那些

对全身治疗不耐受或效果不佳的患者。

3.5  治疗效果明显
介入放射治疗以其显著的治疗效果而著称。由于能

够精准定位并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介入放射治疗往往

能够迅速缓解患者的症状，如疼痛、肿胀、出血等。同

时，通过破坏或抑制病变组织的生长和发展，介入放射

治疗还能够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和提高生存质量[4]。许

多临床研究表明，对于某些疾病，如冠心病、脑血管疾

病、肿瘤等，介入放射治疗的治疗效果甚至可以与传统

手术相媲美甚至更优。这种明显的治疗效果使得介入放

射治疗在临床医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和认可。

4��介入放射治疗的最新进展与未来趋势

4.1  最新进展
介入放射治疗的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和临

床应用的不断拓展上。随着数字医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

快速发展，介入放射治疗已经实现了从传统手动操作向

数字化、智能化方向的转变。最新的成像技术，如CT、
MRI、DSA等，为介入放射治疗提供了更加清晰、实时的
影像引导，使得医生能够更准确地定位病变组织，制定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另外，人工智能技术在介入放射治

疗中的应用也日益广泛。例如，AI算法可以辅助医生进
行影像分析，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AI还可
以优化治疗方案，预测治疗效果，甚至在实际操作中提

供实时支持。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提高了介入放射治疗的

效果，还降低了手术风险和并发症的发生率。在临床应

用方面，介入放射治疗已经广泛应用于心血管疾病、肿

瘤、神经系统疾病等多个领域。特别是在肿瘤治疗中，

介入放射治疗以其精准、微创的特点，成为许多肿瘤患

者的首选治疗方案[5]。随着新型介入器械和药物的研发，

介入放射治疗在治疗难度较高的疾病方面也取得了突破

性的进展。

4.2  未来趋势
未来，介入放射治疗将继续朝着更加智能化、个性

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数字医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

熟，介入放射治疗将实现更加精准的诊断和治疗。例

如，利用深度学习算法对大量医学影像数据进行训练，

可以开发出更加智能的辅助诊断系统，帮助医生更准确

地识别病变组织；结合患者的基因信息、病史等个体化

数据，可以制定出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

果和患者的生存质量。随着全球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创新，介入放射治疗领域的专家将更加注重与其他学科

的合作，共同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通过参加国际

会议、发表研究成果等方式，加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

合作，推动介入放射治疗技术的全球共享和发展。总

之，介入放射治疗的最新进展和未来趋势表明，这一领

域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为更多患者带来福音。

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介入放射

治疗将在未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成为医学领域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结束语

综上所述，介入放射治疗作为一种精准、微创的医疗

技术，在临床医学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技术

的不断创新和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介入放射治疗将在未

来继续引领医学领域的发展潮流。随着全球医疗技术的不

断进步和国际合作的加强，介入放射治疗将为更多患者带

来福音，成为现代医学领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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