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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通过对上海市 ４９ 家医院的抽样调查ꎬ了解 ２０１６ 年度各种类型 Ｘ 射线诊断照

射的分布和应用情况ꎬ为制定医疗照射的放射防护策略提供基础数据与参考ꎮ 方法　 按照医院级

别ꎬ以典型抽样的方式抽取 ４９ 家医院ꎮ 通过从医院放射科信息系统读取、人工记录等方式ꎬ获取医

院基本情况和各种类型放射诊断的人次信息ꎮ 结果　 调查的 ４９ 家医院ꎬ配备的 ３９３ 台 Ｘ 射线诊断

设备ꎬＸ 射线诊断人次共计 ４ ４４２ ６６２ 人次ꎮ 受检者男女比例 １ ∶０ ９９ꎮ 上海市 ２０１６ 年度 Ｘ 射线诊断

频度估算值为 １ ２２８ 人次 /千人口ꎬ其中 ＣＴ 扫描检查 ３０４ 人次 /千人口ꎬ牙科摄影 １０５ 人次 /千人口ꎮ
结论　 全市 Ｘ 射线诊断医疗照射频度与“十一五”期间相比明显增加ꎬＣＴ 检查频度增加尤为明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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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ꎬ全民对医

疗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加ꎬ放射诊疗技术在医学领域

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ꎮ 据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

科学委员会(ＵＮＳＣＥＡＲ)２００８ 年报告ꎬ医疗照射已

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人工电离辐射来源(占 ９５％
以上)ꎬ而 Ｘ 射线诊断所致受检者集体剂量则占医

疗照射的 ９０％以上[１]ꎮ 因此ꎬ在发展放射诊疗技术

为公众谋取福利的同时ꎬ加强医疗照射的防护已成

为各界关注的焦点[２]ꎮ 上海市最近一次的医疗照

射水平数据来自于“十一五”期间开展的全市医疗

照射水平调查[３]ꎮ 为掌握近十年来上海放射诊疗

发展的实际情况ꎬ本调查采用典型抽样的方式ꎬ对
上海市 ２０１６ 年度 ４９ 家放射诊疗机构开展 Ｘ 射线诊

断应用频度调查ꎮ

资料与方法

１. 调查对象:本次调查选取上海市全部 １６ 个

区ꎬ每个区按照医院级别ꎬ以典型抽样的方式ꎬ在开

０７３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３９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 ３９ꎬＮｏ. ５



展放射诊疗的机构中ꎬ抽取三级医院、二级医院、一
级医院各 １ 家ꎬ由于长宁区无三级医院ꎬ故抽样中增

加 ２ 家二级医院ꎮ 共抽取 ４９ 家医院作为调查对象ꎬ
其中三级医院 １５ 家ꎬ二级医院 １８ 家ꎬ一级医院 １６
家ꎬ调查范围覆盖每个被调查医院 ２０１６ 年度全年的

Ｘ 射线诊断活动ꎮ
２. 调查内容:内容包括被调查医院的基本情

况、各类型 Ｘ 射线诊断检查的人次ꎮ 医院的基本情

况包括医院级别、２０１６ 年门急诊量、２０１６ 年住院人

数、开展 Ｘ 射线诊断检查科室的人员配置情况、放
射诊疗设备配置情况(设备名称、生产厂家、设备型

号、出厂编号、用途等)ꎮ

表 １　 上海市 ４９ 家医院基本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４９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级别 医院数量 门急诊量 住院人数
放射工作人员数

放射诊断 介入放射学 放射治疗 核医学 牙科

三级 １５ ２０ ５６３ ０３８ ５４８ ２６３ ６１０ ３０２ １１３ ８８ ４４
二级 １８ ６ ９９５ ７９０ １２２ ６４３ １７２ ３ ２１ ０ ２２
一级 １６ ５ ７３２ １７０ ４ ７４５ ３４ ０ ０ ０ ５
合计 ４９ ３３ ２９０ ９９８ ６７５ ６５１ ８１６ ３０５ １３４ ８８ ７１

在调查 Ｘ 射线诊断人次的时候ꎬ按照 Ｘ 射线诊

断的不同检查类型进行统计ꎬ并区分受检者性别和

年龄组ꎮ Ｘ 射线诊断的类型包括胸部摄影、胸部透

视、四肢及关节摄影、颈椎摄影、胸椎摄影、腰椎摄

影、骨盆及髋关节摄影、腹部摄影、胃肠造影、牙科

摄影、乳腺摄影、胆囊造影、尿路造影、输卵管造影、
体外碎石、颅脑 ＣＴ、胸部 ＣＴ、腹部 ＣＴ、脊柱 ＣＴ、盆腔

ＣＴ、四肢 ＣＴ、ＣＴ 血管造影(ＣＴＡ)、ＣＴ 介入、多部位

ＣＴ 等 ２３ 类ꎮ 年龄组按照国际通用的 ＵＮＳＣＥＡＲ 规

定的 ３ 大年龄组划分ꎬ即“０~ ”、“１６~ ”、“４０~ ” [１]ꎮ
３. 调查方法:依据全国方案的要求ꎬ制定上海

的具体实施方案ꎮ 召开全市 １６ 个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相关人员的项目启动会ꎬ宣贯调查的目的和意

义ꎬ解读调查方案ꎬ开展方法培训ꎬ统一布置工作任

务ꎮ 全市各区按照统一要求ꎬ负责所在辖区的调查

工作ꎮ 按照方案要求ꎬ首先从医院信息系统读取检

查人次数据ꎬ其次选择从人工记录中抄录(包括拍

照后ꎬ人工录入)ꎮ 根据获取的原始数据ꎬ进一步处

理后ꎬ填入相应的调查表格ꎮ 所有调查数据最终录

入 Ｅｘｃｅｌ 表格进行计算和分析ꎮ
为提高调查数据质量ꎬ调查前ꎬ开展技术培训ꎬ

统一调查标准ꎻ调查实施过程中ꎬ强化沟通和协调ꎬ
不定期召开项目工作会议ꎬ反馈存在的问题ꎬ及时

提供解决方案ꎻ抽调技术骨干ꎬ组成质量控制小组ꎬ

开展现场督导ꎬ对调查表进行质量控制ꎬ发现问题

及时与调查员和被调查机构沟通确认ꎮ
４. 数据处理与分析:将所有调查数据录入 Ｅｘｃｅｌ

表格ꎬ并经双人核对ꎮ 分析各检查类型的性别分

布、年龄分布、不同级别医院各检查类型的构成比ꎮ
按照医疗机构级别(三、二、一级)ꎬ分别算出各级别

医疗机构接受 Ｘ 射线诊断的人次ꎬ各级别人次相加

即全市 ２０１６ 年度接受 Ｘ 射线诊断的总人次ꎬ以
２０１６ 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为基数ꎬ计算 Ｘ 射线诊断应

用频度ꎮ 计算公式:Ｆｇ ＝ Ｆｓ / Ｎｓ ×Ｎｃꎮ 式中ꎬＦｇ 为全

市某等级开展放射诊疗的医疗机构 Ｘ 射线诊断总

频次ꎻＦｓ 为本调查中某等级开展放射诊疗的医疗机

构 Ｘ 射线诊断频次ꎻＮｓ 为本调查中某等级开展放射

诊疗的医疗机构数量ꎻＮｃ 为全市某等级开展放射诊

疗的医疗机构数量ꎮ

结　 　 果

１. 调查的基本情况:调查的 ４９ 家医院中ꎬ２０１６
年门 急 诊 量 共 ３３ ２９０ ９９８ 人 次ꎬ 住 院 人 数 共

６７５ ６５１ 人ꎮ 放射工作人员 １ ４１４ 人ꎬ其中放射诊断

８１６ 人ꎬ介入放射学 ３０５ 人ꎬ放射治疗 １３４ 人ꎬ核医

学 ８８ 人ꎬ牙科放射学 ７１ 人(表 １)ꎮ Ｘ 射线诊断设

备共 ３９３ 台ꎬ其中普通 Ｘ 射线机(包括 Ｘ 射线屏片

机、Ｘ 射线透视机、Ｘ 射线胃肠机)３３ 台ꎬ计算机摄

影设备(ＣＲ)３ 台ꎬ数字摄影设备(ＤＲ)１００ 台ꎬ移动

式 Ｘ 射线机 ９３ 台ꎬ牙科 Ｘ 射线机 ６８ 台ꎬ乳腺 Ｘ 射

线机 １８ 台ꎬＣＴ 机 ４２ 台ꎬ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设备

(ＤＳＡ)１９ 台ꎬ其他 Ｘ 射线诊断设备(包括 Ｘ 射线碎

石机、Ｘ 射线骨密度仪)１７ 台(表 ２)ꎮ
　 　 ２.调查样本性别分布:本次调查的样本共计

４ ４４２ ６６２ 人次ꎬ其中接受普通 Ｘ 射线诊断的男性受

检者共计 ２ ２３３ ８３１ 人次ꎬ占 ５０ ２８％ꎬ女性受检者共

计 ２ ２０８ ８３１ 人次ꎬ占 ４９ ７２％ꎬ受检者男女比例 １ ∶
０ ９９ꎬ性别分布较为平均(表 ３)ꎮ

３. 调查样本年龄分布:表 ４ 结果显示ꎬ“０ ~ ”组
４３８ ０３９ 人次ꎬ占 ９ ８６％ꎻ“１６ ~ ”组 １ ３１４ ６４２ 人次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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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上海市 ４９ 家医院 Ｘ 射线诊断设备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ａｓ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ｒａ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４９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级别 普通 Ｘ 射线机 ＣＲ ＤＲ 移动式 Ｘ 射线机 牙科 Ｘ 射线机 乳腺 Ｘ 射线机 ＣＴ ＤＳＡ 其他 合计

三级 ２０ １ ５０ ６５ ３９ １１ ３２ １８ １３ ２４９
二级 １３ １ ３１ ２６ ２０ ７ １０ １ ４ １１３
一级 ０ １ １９ ２ ９ ０ ０ ０ ０ ３１
合计 ３３ ３ １００ ９３ ６８ １８ ４２ １９ １７ ３９３

　 　 注:ＣＲ.计算机 Ｘ 射线摄影机ꎻＤＲ.数字 Ｘ 射线摄影机ꎻＤＳＡ.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

表 ３　 上海市 ４９ 家医院 Ｘ 射线诊断受检者性别比例

Ｔａｂｌｅ ３　 Ｇｅｎｄｅｒ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Ｘ￣ｒａ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４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检查类别
男性 女性

人次 构成比(％) 人次 构成比(％)
胸部摄影 ５１７ ６５３ ５２ ２２ ４７３ ７２４ ４７ ７８
四肢及关节摄影 ３６７ ４８６ ５０ ３６ ３６２ ２９１ ４９ ６４
颈椎摄影 ３９ ５４６ ４３ ８４ ５０ ６６４ ５６ １６
胸椎摄影 １１ ０７６ ３８ ０４ １８ ０４１ ６１ ９６
腰椎摄影 ６１ ０２６ ４５ ３９ ７３ ４３０ ５４ ６１
骨盆及髋关节摄影 ３３ ６２９ ４２ ２１ ４６ ０５１ ５７ ７９
腹部摄影 ２１ ５７６ ５９ ３３ １４ ７８８ ４０ ６７
胸部透视 ２ ５９０ ４８ ９７ ２ ６９９ ５１ ０３
胃肠造影 ２ ５４７ ４６ ８１ ２ ８９４ ５３ １９
牙科摄影 ２２９ １０９ ４４ ５７ ２８４ ８９７ ５５ ４３
乳腺摄影 ９ ０ ０３ ３０ ０８８ ９９ ９７
胆囊造影 ４５９ ４８ ９９ ４７８ ５１ ０１
尿路造影 ３ ４４３ ６５ １３ １ ８４３ ３４ ８７
输卵管造影 ０ ０ ００ １ ２３３ １００ ００
体外碎石 ５９８ ７１ ７０ ２３６ ２８ ３０
颅脑 ＣＴ ２３２ ３８７ ５１ ６８ ２１７ ２７９ ４８ ３２
五官 ＣＴ ３０ ９７０ ５５ ３１ ２５ ０２１ ４４ ６９
胸部 ＣＴ ３３５ ４７８ ５３ ９４ ２８６ ４５０ ４６ ０６
腹部 ＣＴ １７７ １８９ ５４ ７７ １４６ ３０４ ４５ ２３
脊柱 ＣＴ ５４ ９４５ ４５ ５１ ６５ ７７６ ５４ ４９
盆腔 ＣＴ １６ ６２９ ５４ ３３ １３ ９７８ ４５ ６７
四肢 ＣＴ ２３ ８７０ ５３ ４２ ２０ ８１２ ４６ ５８
血管 ＣＴＡ ２２ ６９３ ５３ ９１ １９ ４０４ ４６ ０９
ＣＴ 介入 ７ １５７ ５９ ４７ ４ ８７７ ４０ ５３
多部位 ＣＴ ６ ４２３ ５０ ７４ ６ ２３６ ４９ ２６
其他 ３５ ３４３ ４７ ３３ ３９ ３３７ ５２ ６７
合计 ２ ２３３ ８３１ ５０ ２８ ２ ２０８ ８３１ ４９ ７２
　 　 注:ＣＴＡ. ＣＴ 血管造影

占 ２９ ５９％ꎻ“４０ ~ ”组 ２ ６８９ ４８８ 人次ꎬ占 ６０ ５４％ꎮ
各种检查类型的受检者分布均呈现随年龄增加而

增加的趋势ꎬ其中“４０~ ”组所占比例最高ꎮ “０~ ”组
以胸部摄影、四肢及关节摄影居多ꎬ占 ３９ ２７％、
２６ １５％ꎻ“１６~ ”组以 ＣＴ 扫描检查、胸部摄影居多ꎬ
占 ３０ ７２％、２５ １７％ꎻ“４０~ ”组以 ＣＴ 扫描检查、胸部

摄影居多ꎬ分别占 ４６ ８５％、１８ １５％ꎮ
　 　 ４. 调查样本中各种检查类型的分布情况:表 ５
结果显示ꎬ在各种检查类型的 Ｘ 射线诊断中ꎬ以 ＣＴ
扫描检查、胸部摄影、四肢及关节摄影、牙科摄影等

类型 检 查 所 占 比 例 居 高ꎬ 分 别 达 到 ３８ ５８％、
２２ ３１％、１６ ４３％、１１ ５７％ꎮ 三级医院 ＣＴ 扫描检

查、胸部摄影、四肢及关节摄影、牙科摄影在所有检

查类型中所占比例为 ４３ ５８％、１８ ３６％、１６ ４９％、
１１ ３７％ꎮ 二级医院胸部摄影、ＣＴ 扫描检查、四肢及

关节摄影、牙科摄影在所有检查类型中所占比例为

３２ １９％、２５ ４１％、１５ ８３％、１３ ５１％ꎮ 一级医院开展

的检查类型主要以胸部摄影、四肢及关节摄影、腰
椎摄影和颈椎摄影为主ꎮ 所占比例最高的 ＣＴ 扫描

检查 中ꎬ 依 次 为 胸 部、 颅 脑、 腹 部ꎬ 分 别 达 到

１４ ００％、１０ １２％、７ ２８％ꎮ
　 　 ５. 全市 Ｘ 射线诊断的应用频度估算:分别根据

不同级别医院数量、门急诊量和住院人数估算全市

Ｘ 射线诊断的应用频度ꎮ ２０１６ 年上海市开展放射

诊疗的三级医院共计 ５９ 家ꎬ二级医院共计 １１８ 家ꎬ
一级医院 １ ３８７ 家ꎮ ２０１６ 年 上 海 市 常 住 人 口

２ ４１９ ７万[４]ꎮ 本次调查医院数 ４９ 家ꎬ其中三级医

院 １５ 家ꎬ二级医院 １８ 家ꎬ一级医院 １６ 家ꎮ 按不同

级别医院数量分层估算ꎬ２０１６ 年全市接受 Ｘ 射线诊

断约 ２ ７７２ 万人次ꎬ其中 ＣＴ 扫描检查 ７３７ 万人次ꎬ
牙科摄影 ２５４ 万人次ꎬ乳腺摄影 １７ 万人次ꎮ 据此估

算ꎬ上海市 ２０１６ 年度 Ｘ 射线诊断频度为 １ ２２８ 人

次 /千人口ꎬ其中 ＣＴ 扫描检查 ３０４ 人次 /千人口ꎬ牙
科摄影检查 １０５ 人次 /千人口ꎬ乳腺摄影检查 ７ 人

次 /千人口ꎮ

讨　 　 论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上海市有各种医疗卫生机构

５ ０１１ 家ꎮ 全市共有卫生技术人员 １７８ １７０ 人ꎬ平均

７ ３６ 人 /千人口ꎮ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６５ ５１９ 人ꎬ
平均 ２ ７１ 人 /千人口ꎮ 拥有床位 １３３ ４４５ 张ꎬ平均

５ ５１ 张 /千人口[５]ꎮ 与 ＵＮＳＣＥＡＲ 划分 ４ 类医疗保

健水平国家或地区相比较ꎬ属于 Ｉ 类地区水平[１]ꎮ
本调查结果表明ꎬ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ꎬ医疗

卫生事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ꎬ全民对医疗保健的需

求也在不断增加ꎬＸ 射线诊断检查的年频度也在持

２７３ 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第 ３９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 Ｊ Ｒａｄｉｏｌ Ｍｅｄ Ｐｒｏｔ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 ３９ꎬＮｏ. ５



　 　 　 表 ４　 上海市 ４９ 家医院 Ｘ 射线诊断受检者的年龄分布

Ｔａｂｌｅ ４　 Ａｇ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Ｘ￣ｒａ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ｉｎ ４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检查项目
０~ １６~ ４０~ 未区分 合计

人次 构成比(％) 人次 构成比(％) 人次 构成比(％) 人次 构成比(％) 人次 构成比(％)
胸部摄影 １７２ ０２６ ３９ ２７ ３３０ ８８５ ２５ １７ ４８８ ２７２ １８ １５ １９４ ３９ ３５ ９９１ ３７７ ２２ ３１
四肢及关节摄影 １１４ ５４５ ２６ １５ ２２１ ５５６ １６ ８５ ３９３ ５６１ １４ ６３ １１５ ２３ ３３ ７２９ ７７７ １６ ４３
颈椎摄影 ４ １９３ ０ ９６ ３０ １０７ ２ ２９ ５５ ８９７ ２ ０８ １３ ２ ６４ ９０ ２１０ ２ ０３
胸椎摄影 ２ ６７１ ０ ６１ ７ ７８６ ０ ５９ １８ ６５９ ０ ６９ １ ０ ２０ ２９ １１７ ０ ６６
腰椎摄影 ３ ７１２ ０ ８５ ４３ ０３２ ３ ２７ ８７ ６９４ ３ ２６ １８ ３ ６５ １３４ ４５６ ３ ０３
骨盆及髋关节摄影 １１ ３４３ ２ ５９ １５ ７７１ １ ２０ ５２ ５６５ １ ９５ １ ０ ２０ ７９ ６８０ １ ７９
腹部摄影 ９ ４８７ ２ １７ ６ ５８７ ０ ５０ ２０ ２８８ ０ ７５ ２ ０ ４１ ３６ ３６４ ０ ８２
胸部透视 ０ ０ ００ １ ８８０ ０ １４ ３ ４０９ ０ １３ ０ ０ ００ ５ ２８９ ０ １２
胃肠造影 ４３ ０ ０１ １ ４１４ ０ １１ ３ ９８４ ０ １５ ０ ０ ００ ５ ４４１ ０ １２
牙科摄影 ６３ ９５６ １４ ６０ ２２０ ２８２ １６ ７６ ２２９ ７５０ ８ ５４ １８ ３ ６５ ５１４ ００６ １１ ５７
乳腺摄影 ３ ０ ００ ５ ９５６ ０ ４５ ２４ １３２ ０ ９０ ６ １ ２２ ３０ ０９７ ０ ６８
胆囊造影 ２３ ０ ０１ ４２ ０ ００ ８７２ ０ ０３ ０ ０ ００ ９３７ ０ ０２
尿路造影 ９ ０ ００ １ ８２５ ０ １４ ３ ４５２ ０ １３ ０ ０ ００ ５ ２８６ ０ １２
输卵管造影 ８ ０ ００ １ １５７ ０ ０９ ６８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１ ２３３ ０ ０３
体外碎石 ４ ０ ００ ３２８ ０ ０２ ５０１ ０ ０２ １ ０ ２０ ８３４ ０ ０２
颅脑 ＣＴ ２６ ４９８ ６ ０５ １０４ ５６６ ７ ９５ ３ １８６ ００１ １ ８５ ２ ０ ４１ ４４９ ６６６ １０ １２
五官 ＣＴ ３ ３１２ ０ ７６ １６ ０５９ １ ２２ ３６ ６２０ １ ３６ ０ ０ ００ ５５ ９９１ １ ２６
胸部 ＣＴ ８ ３９２ １ ９２ １２６ ２９６ ９ ６１ ４８７ ２３７ １８ １２ ３ ０ ６１ ６２１ ９２８ １４ ００
腹部 ＣＴ ６ ２５７ １ ４３ ８６ ６４３ ６ ５９ ２３０ ５９０ ８ ５７ ３ ０ ６１ ３２３ ４９３ ７ ２８
脊柱 ＣＴ ６８３ ０ １６ ３６ ９１２ ２ ８１ ８３ １２６ ３ ０９ ０ ０ ００ １２０ ７２１ ２ ７２
盆腔 ＣＴ ３ ０７９ ０ ７０ ８ ２５９ ０ ６３ １９ ２６９ ０ ７２ ０ ０ ００ ３０ ６０７ ０ ６９
四肢 ＣＴ １ ２６３ ０ ２９ １４ ４４５ １ １０ ２８ ９７４ １ ０８ ０ ０ ００ ４４ ６８２ １ ０１
血管 ＣＴＡ ２０４ ０ ０５ ３ ９７１ ０ ３０ ３７ ８３６ １ ４１ ８６ １７ ４４ ４２ ０９７ ０ ９５
ＣＴ 介入 １８ ０ ００ ２ ３８８ ０ １８ ９ ６２８ ０ ３６ ０ ０ ００ １２ ０３４ ０ ２７
多部位 ＣＴ １２０ ０ ０３ ４ ３０３ ０ ３３ ８ ２３６ ０ ３１ ０ ０ ００ １２ ６５９ ０ ２８
其他 ６ １９０ １ ４１ ２２ １９２ １ ６９ ４６ ２６８ １ ７２ ３０ ６ ０９ ７４ ６８０ １ ６８
合计 ４３８ ０３９ １００ ００ １ ３１４ ６４２ １００ ００ ２ ６８９ ４８８ １００ ００ ４９３ １００ ００ ４ ４４２ ６６２ １００ ００

　 　 注:ＣＴＡ. ＣＴ 血管造影

续增加ꎮ 上海市 ２００７ 年 Ｘ 射线诊断的总频度为

７４６ 人次 /千人口[５]ꎮ 以不同级别医院数量估算所

得的全市 Ｘ 射线诊断应用频度为例ꎬ２０１６ 年 Ｘ 射线

诊断总频度估算值约为 １ ２２８ 人次 /千人口ꎬ是 ２００７
年的 １ ６ 倍ꎬ公众平均每年接受 Ｘ 射线诊断检查的

次数约 １ ２ 次ꎮ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ꎬ同期欧洲 ３１ 个

国家平均 Ｘ 射线诊断频度达到 １ １００ 人次 /千人口

(包括牙科摄影) [６]ꎮ 这些数据和趋势说明ꎬ上海市

已经属于 Ｉ 级医疗保健水平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

平[１]ꎮ 正如 ＵＮＳＣＥＡＲ 等国际组织指出的ꎬＸ 射线

诊断的医疗照射不仅是最大的人工电离辐射来源ꎬ
而且必将不断增加[１]ꎮ 本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点ꎬ
因此ꎬ在放射诊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ꎬ医疗照射

防护在放射防护领域越来越重要ꎮ
近年来ꎬ先进的放射诊疗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

得到了广泛应用ꎬ数字化的放射诊疗设备正逐步取

代传统设备ꎮ 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上海地区ꎬＤＲ、ＣＴ
等数字化诊断设备已基本取代传统普通 Ｘ 射线机

和 ＣＲ 等过渡型计算机数字设备ꎬ并且高端设备也

有增加的趋势ꎬ如双源 ＣＴ、能谱 ＣＴ 等越来越多在临

床得以应用ꎮ 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样的发展趋势ꎬ
调查的 ３９３ 台放射诊断设备中ꎬＤＲ 占 ２５ ４５％ꎬＣＴ
占 １０ ６９％ꎬ传统的普通 Ｘ 射线机和 ＣＲ 仅占 ８ ４０％
和 ０ ７６％ꎮ

技术的发展ꎬ数字化 Ｘ 射线诊断设备的增加ꎬ
使得不同类型 Ｘ 射线诊断检查的频度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ꎮ ＣＴ 检查的年频度显著增加ꎬ上海市 ２００７
年 ＣＴ 检查的年频度为 １１１ 人次 /千人口ꎬ占年总频

度的 １４ ９％[５]ꎮ 以不同级别医院数量估算所得的

全市 Ｘ 射线诊断应用频度为例ꎬ２０１６ 年 ＣＴ 检查的

年频度估算值为 ３０４ 人次 /千人口ꎬ占年总频度的

２４ ７９％ꎬ是 ２００７ 年的 ２ ７４ 倍ꎮ 调查同时发现ꎬ三
级医院 ＣＴ 检查频次占其检查总频次的 ４３ ５８％ꎮ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 ＩＣＲＰ) ８７ 号报告[７] 指出ꎬＣＴ
的应用频度占 Ｘ 射线诊断总频度的 １１％的同时ꎬ其
所导致的集体剂量却占 Ｘ 射线诊断的 ６７％ꎮ ＣＴ 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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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Ｘ 射线诊断受检者在不同级别医院的检查类型分布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Ｘ￣ｒａ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检查类型
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一级医院 合计

人次 构成比(％) 人次 构成比(％) 人次 构成比(％) 人次 构成比(％)
胸部摄影 ６２１ ５５４ １８ ３６ ３０２ ２５０ ３２ １９ ６７ ５７３ ５７ １５ ９９１ ３７７ ２２ ３１
四肢及关节摄影 ５５８ １７２ １６ ４９ １４８ ６２５ １５ ８３ ２２ ９８０ １９ ４３ ７２９ ７７７ １６ ４３
颈椎摄影 ５９ ３３９ １ ７５ ２４ ３３３ ２ ５９ ６ ５３８ ５ ５３ ９０ ２１０ ２ ０３
胸椎摄影 １８ ９２４ ０ ５６ ９ ４５３ １ ０１ ７４０ ０ ６３ ２９ １１７ ０ ６６
腰椎摄影 ９１ １５５ ２ ６９ ３３ ８１６ ３ ６０ ９ ４８５ ８ ０２ １３４ ４５６ ３ ０３
骨盆及髋关节摄影 ６２ ７９４ １ ８５ １５ ３８６ １ ６４ １ ５００ １ ２７ ７９ ６８０ １ ７９
腹部摄影 ３０ １１９ ０ ８９ ５ ９７７ ０ ６４ ２６８ ０ ２３ ３６ ３６４ ０ ８２
胸部透视 ０ ０ ００ １９ ０ ００ ５ ２７０ ４ ４６ ５ ２８９ ０ １２
胃肠检查 ４ ５７２ ０ １４ ８４９ ０ ０９ ２０ ０ ０２ ５ ４４１ ０ １２
牙科摄影 ３８４ ９６１ １１ ３７ １２６ ８２５ １３ ５１ ２ ２２０ １ ８８ ５１４ ００６ １１ ５７
乳腺摄影 １０ ７８２ ０ ３２ １９ ３１５ ２ ０６ ０ ０ ００ ３０ ０９７ ０ ６８
胆囊造影 ７９７ ０ ０２ １４０ ０ ０１ ０ ０ ００ ９３７ ０ ０２
尿路造影 ４ ８１５ ０ １４ ４７１ ０ ０５ ０ ０ ００ ５ ２８６ ０ １２
输卵管造影 ３３０ ０ ０１ ９０３ ０ １０ ０ ０ ００ １ ２３３ ０ ０３
体外碎石 ６５９ ０ ０２ １７５ ０ ０２ ０ ０ ００ ８３４ ０ ０２
颅脑 ＣＴ ３７９ １９０ １１ ２０ ７０ ４７６ ７ ５０ ０ ０ ００ ４４９ ６６６ １０ １２
五官 ＣＴ ５１ ６７６ １ ５３ ４ ３１５ ０ ４６ ０ ０ ００ ５５ ９９１ １ ２６
胸部 ＣＴ ５５５ ３７９ １６ ４１ ６６ ５４９ ７ ０９ ０ ０ ００ ６２１ ９２８ １４ ００
腹部 ＣＴ ２９０ ３９３ ８ ５８ ３３ １００ ３ ５２ ０ ０ ００ ３２３ ４９３ ７ ２８
脊柱 ＣＴ ８６ ４３２ ２ ５５ ３４ ２８９ ３ ６５ ０ ０ ００ １２０ ７２１ ２ ７２
盆腔 ＣＴ ２３ ３５０ ０ ６９ ７ ２５７ ０ ７７ ０ ０ ００ ３０ ６０７ ０ ６９
四肢 ＣＴ ３２ ９６３ ０ ９７ １１ ７１９ １ ２５ ０ ０ ００ ４４ ６８２ １ ０１
血管 ＣＴＡ ４１ ３５６ １ ２２ ７４１ ０ ０８ ０ ０ ００ ４２ ０９７ ０ ９５
ＣＴ 介入 １２ ０２５ ０ ３６ ９ ０ ００ ０ ０ ００ １２ ０３４ ０ ２７
多部位 ＣＴ ２ ５３７ ０ ０７ １０ １２２ １ ０８ ０ ０ ００ １２ ６５９ ０ ２８
其他 ６１ ０７２ １ ８０ １１ ９５６ １ ２７ １ ６５２ １ ４０ ７４ ６８０ １ ６８
合计 ３ ３８５ ３４６ １００ ００ ９３９ ０７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１８ ２４６ １００ ００ ４ ４４２ ６６２ １００ ００

　 　 注:ＣＴＡ.ＣＴ 血管造影

查频度的显著增加ꎬ无疑会造成集体剂量的增加ꎮ
ＣＴ 检查极大地提高了很多疾病的诊断质量ꎬ但其增

加受检者个体和集体剂量的问题也不容忽视ꎮ 在

ＣＴ 日益普及的今天ꎬ如何优化 ＣＴ 检查扫描条件ꎬ
合理控制 ＣＴ 检查对受检者带来的照射剂量ꎬ其重

要性和迫切性尤为突出ꎮ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ꎬ随着口腔医学的发展ꎬ近

年来牙科 Ｘ 射线摄影明显增多ꎬ从 ２００７ 年占比

４ ７０％的 ３５ 人次 /千人口[５]ꎬ上升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０５
人次 /千人口ꎬ占比 ８ ５４％ꎬ年频度增加了 １ ９９ 倍ꎮ
尽管牙科摄影单次检查所致受检者剂量不大ꎬ但受

检人数的不断增加ꎬ同样会增加人群的剂量负担ꎮ
２００７ 年乳腺摄影检查的年频度为 ８ ０４ 人次 /千人

口[５]ꎬ２０１６ 年频度估算值为 ７ 人次 /千人口ꎬ两次调

查结果基本一致ꎮ
胸部透视检查比胸部摄影所致受检者剂量大

得多ꎬ«放射诊疗管理规定»指出ꎬ应当尽量以胸部

Ｘ 射线摄影代替胸部荧光透视检查ꎮ 经过多年的医

疗照射防护宣传教育ꎬ临床上胸部摄影已基本替代

胸部透视检查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胸部透视频次仅占

所有检查类型总频次的 ０ １２％ꎮ 这是医疗照射防

护在放射防护领域取得的可喜成果ꎮ
上海市在“九五”和“十一五”期间开展过医疗

照射水平的调查ꎬ此后的近 １０ 年间未开展过相关调

查ꎮ 相较于“九五”和“十一五”期间的普查ꎬ本次为

抽样调查(抽样不包括民营医院和私立口腔诊所)ꎬ
受限于样本量、流动人口、医院分类等因素ꎬ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ꎮ 此外ꎬ上海市作为医疗资源相当丰

富ꎬ医疗技术水平在全国领先的特大城市ꎬ其医院

服务对象有相当大的部分来自于其他省市ꎬＸ 射线

诊断受检者中有一定比例不是来自于本市ꎬ而在调

查时没有进行区分ꎬ导致总体 Ｘ 射线诊断频度的高

估ꎮ 据少数医院调查数据ꎬＸ 射线诊断受检者中ꎬ非
本市居民占 ３０％左右ꎮ

总体来说ꎬ本调查对掌握上海市 Ｘ 射线诊断医

疗照射水平现状、分析预测新形势下 Ｘ 射线诊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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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照射的发展趋势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ꎮ 同时ꎬ也
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ꎬ尤其是数字化 Ｘ 射线诊断技

术带来好处的同时ꎬ如何优化照射条件ꎬ合理控制

受检者剂量ꎬ将成为 Ｘ 射线诊断医疗照射防护工作

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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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可直接使用缩写形式的常用词汇

本刊对于以下放射医学工作者比较熟悉的一些常用词汇ꎬ将允许在论文撰写和发表文章中直接使用其缩写ꎬ可以不标

注中文ꎮ

　 　

白介素(ＩＬ)
白细胞(ＷＢＣ)
传能线密度(ＬＥＴ)
磁共振成像(ＭＲＩ)
碘化丙啶(ＰＩ)
大体肿瘤靶区体积(ＧＴＶ)
红细胞(ＲＢＣ)
放射增敏比(ＳＥＲ)
计划靶区体积(ＰＴＶ)
计算机断层扫描(ＣＴ)
剂量长度乘积(ＤＬＰ)
剂量体积直方图(ＤＶＨ)
焦碳酸二乙酯(ＤＥＰＣ)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ＰＡＧＥ)
聚偏氟乙烯(ＰＶＤＦ)
链霉亲和素￣生物素复合物(ＳＡＢＣ)

　 　 　 　 　 　 　 　

临床靶区体积(ＣＴＶ)
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
三维适形放疗(３Ｄ￣ＣＲＴ)
十二烷基硫酸钠(ＳＤＳ)
四甲基偶氮唑盐(ＭＴＴ)
苏木精￣伊红染色(ＨＥ)
胎牛血清(ＦＢＳ)
体质量指数(ＢＭＩ)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ＳＴ)
调强放疗(ＩＭＲＴ)
危及器官(ＯＡＲ)
血红蛋白(Ｈｂ)
血小板(ＰＬＴ)
异硫氰酸荧光素(ＦＩＴＣ)
转化生长因子(ＴＧＦ)
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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