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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生、全科规培生的
CT辐射防护安全教育

张秉云Ǔ刘益成
西宁市城北区大堡子镇中心卫生院Ǔ青海Ǔ西宁Ǔ810018

摘Ȟ要：CT检查是现代医学影像的重要检查手段，在全身各个系统临床诊疗中广泛应用。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
生与全科规培生作为未来的放射专业人员，必须掌握CT辐射防护知识。本文旨在探讨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
规培生CT辐射防护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内容、方法以及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为相关教育工作者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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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是随着医学影像大型设备

的迅速发展，从以前的医学影像学科细分出来的新专

业。该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影

像学及现代医学影像技术学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X线、
计算机断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磁共
振等大型医疗设备的操作技术，能够灵活实施个性化影

像技术检查方案，有效开展医学影像质量控制和管理活

动。CT检查技术是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医学影
像检查技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该专业见习生必

须掌握的专业技能之一；医学影像科是全科规培生的重

要一站。因此，对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

生进行CT辐射防护安全教育至关重要。
1��CT 辐射防护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1.1  CT检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与辐射风险
X-CT检查作为现代医学影像技术的核心组成部分，

凭借其成像速度快、分辨率高、无创检查等优势，在全

身各个系统的临床诊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颅

脑、胸部、腹部到四肢关节，CT检查都能提供详尽、清
晰的解剖结构和病理变化图像，为医生准确诊断疾病提

供了重要依据；近几年来，随着CT扫描技术以及计算机
重建技术提高，相继出现薄层、靶向放大、高分辨扫描

技术以及双源扫描技术，临床应用范围进一步提高；同

理，CT同样应用X线进行检查，过程中产生的X射线对人
体具有电离辐射效应，受检者所受的照射剂量相应提高。

因此，对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生进行CT
辐射防护安全教育，不仅是保障他们自身健康安全的需

要，更是确保患者免受不必要辐射伤害的重要措施。

1.2  法律法规与职业规范的要求
国家对医用电离辐射源的管理十分严格，制定了一

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职业规范，以确保放射工作的安全

进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等，其中GB18871-
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不仅规定
了放射单位的资质要求、设备性能检测标准，还明确了

个人剂量监测的周期和限值。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生

与全科规培生作为未来的放射专业人员，必须熟悉并严

格遵守这些法律法规和职业规范。他们不仅要了解放射

防护的基本原则和措施，还要掌握辐射监测的方法和技

巧，确保在从事放射工作时能够合法合规、安全有效。

1.3  提高医疗质量和患者满意度的需要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生掌握CT辐射

防护知识，对于提高医疗质量和患者满意度具有重要意

义。一方面，他们可以通过优化检查流程、减少不必要

的辐射暴露，提高CT检查的准确性和安全性。例如，在
选择扫描参数时，可以根据患者的体型、年龄和检查部

位等因素进行合理调整，以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尽

可能降低辐射剂量。另一方面，他们还可以向患者详细

解释CT检查的辐射风险和相关安全措施，增强患者的
自我保护意识。这种沟通不仅有助于缓解患者的紧张情

绪，提高检查的配合度，还能增强患者对医疗服务的信

任度和满意度[1]。因此，CT辐射防护安全教育不仅是提
高医疗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患者就医体验、构建

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途径。

2��CT 辐射防护安全教育的内容

2.1  电离辐射的基本原理与危害
电离辐射是指能够直接或间接使物质电离的辐射，

包括X射线、γ射线等。电离辐射与人体组织中的原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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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导致原子电离，产生自由基等有害物质，对细

胞造成损伤。长期或大剂量暴露于电离辐射之下，可引

起细胞死亡、基因突变、染色体畸变等严重后果，增加

患癌症等疾病的风险。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

规培生应了解电离辐射的基本原理与危害，增强辐射防

护意识。

2.2  CT辐射防护的基本原则
CT辐射防护的基本原则包括辐射实践的正当性、辐

射防护与安全的优化、个人剂量限值等。辐射实践的正

当性是指每次CT检查都应基于其对诊断或治疗的必要
性和潜在益处大于风险的原则进行。辐射防护与安全的

优化是指在确保诊断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辐射剂

量，减少不必要的辐射暴露。个人剂量限值是指对从事

放射工作的人员所接受的辐射剂量进行限制，确保个人

接受的辐射剂量保持在合理可行的最低水平。医学影像

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生应掌握这些基本原则，并

在实际工作中加以应用。

2.3  CT辐射防护的具体措施
CT辐射防护的具体措施包括合理使用CT扫描、控制

辐射剂量、屏蔽防护、定期监测和评估等。合理使用CT
扫描是指医生应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检查需求，权衡

辐射风险和临床获益，合理选择CT扫描。控制辐射剂量
是指CT技术人员应根据患者的体型、年龄和检查部位，
调整CT扫描参数，如电压、电流、扫描时间等，以最
小化患者的辐射剂量。屏蔽防护是指在CT扫描过程中，
医生和患者应采取适当的屏蔽防护措施，如佩戴防护围

裙、眼镜等，以减少辐射对周围组织和器官的影响。定

期监测和评估是指CT扫描仪应定期进行性能监测和评
估，确保其运行稳定、辐射剂量准确；同时，医生应关

注患者的辐射暴露情况，及时调整检查方案。医学影像

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生应了解并掌握这些具体措

施，以确保CT检查的安全性[2]。

3��CT 辐射防护安全教育的方法

3.1  理论讲解与案例展示
理论讲解是CT辐射防护安全教育的基石。通过组织

课堂讲授、专题讲座等形式，系统地介绍电离辐射的基

本原理，包括其产生、传播以及对生物体的潜在影响。

在此基础上，深入讲解CT辐射防护的基本原则，如时
间、距离、屏蔽等三大防护要素，并详细阐述具体的防

护措施，如优化扫描参数、使用防护设备等。为了增强

教学的直观性和说服力，结合临床案例进行展示是不可

或缺的一环。通过真实或模拟的辐射损伤案例，让见习

生与规培生直观感受到辐射损伤的危害，深刻理解防护

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他们的防护意识，还能激

发他们学习防护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2  实践操作与现场指导
理论知识的学习是基础，而实践操作则是将知识转

化为技能的关键。通过模拟CT检查过程，为见习生与规
培生提供一个真实的操作环境。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

他们将逐步掌握CT设备的操作方法，包括如何正确设置
扫描参数、如何定位患者等。更为重要的是，实践操作

环节还着重于辐射防护技能的培养。带教老师会现场演

示如何正确使用防护设备，如铅衣、铅围裙等，并教授

如何在检查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减少患者和自身的辐射暴

露。同时，带教老师在现场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指导，及

时发现并纠正见习生与规培生的错误操作，确保他们每

一步都符合辐射防护的规范和要求。

3.3  考核与评估
为了确保CT辐射防护安全教育的效果，考核与评估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定期组织的考核和评估活动，

可以全面了解见习生与规培生对辐射防护知识的掌握情

况和应用能力。考核内容不仅包括理论知识，还应涵盖

实践操作和技能演示等方面。对于考核不合格的见习生

与规培生，应及时进行反馈和指导，帮助他们找出知识

或技能上的薄弱环节，并制定针对性的再培训计划[3]。通

过反复培训和考核，确保他们最终达到规定的辐射防护

要求，为未来的医学影像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4��CT 辐射防护安全教育面临的挑战

4.1  见习生与规培生对辐射防护知识的认知不足以及
部分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生对辐射

防护知识的认知不足，缺乏必要的辐射防护意识。他们

可能认为CT检查是一种常规的医疗手段，对辐射的危
害认识不足，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忽视辐射防护措施。因

此，加强见习生与规培生的辐射防护教育，提高他们的

辐射防护意识至关重要。

4.2  CT设备不断更新与辐射防护技术的挑战
随着CT设备的不断更新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辐射防

护技术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新型CT设备具有更高的分辨
率和更低的辐射剂量，但同时也对辐射防护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生需要不

断学习和掌握新的辐射防护技术，以适应CT设备的发展
需求。

4.3  医疗环境与患者需求的挑战
医疗环境和患者需求的变化也给CT辐射防护安全教

育带来了挑战。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患者需求的

不断提高，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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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诊断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辐射剂量，减少

不必要的辐射暴露。同时，他们还需要向患者解释CT检
查的辐射风险和相关安全措施，提高患者的自我保护意

识。这需要见习生与规培生具备扎实的辐射防护知识和

良好的沟通能力。

5��建议与对策

5.1  加强辐射防护教育，提高见习生与规培生的认知
水平

针对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生对辐射

防护知识的认知不足问题，应加强辐射防护教育，提高

他们的认知水平。通过课堂讲授、专题讲座、实践操作

等多种形式，向见习生与规培生介绍电离辐射的基本原

理、CT辐射防护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等内容，增强他
们的辐射防护意识。可以利用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方

法，让见习生与规培生了解辐射损伤的危害和防护的重

要性，提高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

5.2  关注CT设备更新，加强新技术培训
随着CT设备的不断更新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医学影

像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生需要不断学习和掌握新

的辐射防护技术。应关注CT设备的更新情况，及时了解
新技术和新方法的应用情况[4]。同时，加强对见习生与规

培生的新技术培训，让他们掌握最新的辐射防护技术和

方法，以适应CT设备的发展需求。
5.3  优化医疗环境，提高患者满意度
针对医疗环境和患者需求的变化，医学影像技术专

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生需要在保证诊断质量的前提下，

尽可能降低辐射剂量，减少不必要的辐射暴露。因此，

应优化医疗环境，提高CT检查的安全性和舒适性。例
如，采用低剂量CT扫描技术、优化检查流程、加强设备
维护等措施，降低患者的辐射风险。同时，加强与患者

的沟通和交流，解释CT检查的辐射风险和相关安全措
施，提高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满意度。

5.4  完善考核与评估机制，确保教育质量
为了确保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生的

CT辐射防护安全教育质量，应完善考核与评估机制。通

过定期考核和评估，了解见习生与规培生对辐射防护知

识的掌握情况和应用能力。对于考核不合格的见习生与

规培生，应进行再次培训和指导，确保他们达到规定的

辐射防护要求。还可以将考核结果与见习生与规培生的

学业成绩和职业发展挂钩，激励他们积极学习和掌握辐

射防护知识。

5.5  加强科研与临床合作，推动辐射防护技术发展
加强科研与临床合作是推动医学影像技术专业见习

生与全科规培生CT辐射防护技术发展的重要途径。通
过与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等合作，开展辐射防护技术的

研究和应用工作，推动辐射防护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将

科研成果应用于临床实践，提高CT检查的安全性和准确
性，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结束语

综上所述，CT辐射防护安全教育对于医学影像技术
专业见习生与全科规培生而言至关重要。通过系统的教

育，他们能够深刻理解电离辐射的危害，掌握CT辐射
防护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为未来的医学影像工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同时，面对不断更新的设备和技术，以

及变化的医疗环境和患者需求，见习生与规培生需要不

断学习新知，优化实践技能。教育机构与医疗机构应携

手合作，完善考核与评估机制，推动辐射防护技术的发

展，共同为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健康安全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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