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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诊疗中所用到的器械或技术
,

其工作

原理中有很大部分是物理规律的应用
%

下面几

例是物理规律在医学中的具体应用
%

多普勒血流仪 当警车从你身旁驶过时
,

你会发觉听到的警笛声音�音调�比警车停下时

要低 &而当警车向你驶来时
,

你听到的警笛声调

变高
,

物理学中把这种现象称为多普勒效应

医学中用于诊断血液疾病的多普勒血流仪就是

根据这个效应制成的
,

在血管的一侧放一个高

频声源
,

另在一个适当的地方放一个接收器
%

血液的红血球随血液的流动而运动
,

发自高频

声源的声波被红血球反射后会被接收器探测

到
,

接收器接收到的声波频率 �音调�与红血球

的运动快慢有关
,

如果将接收器的接收频率与

正常值相比较
,

就可以诊断出血液是否存在病

变�如血液粘度
、

高血压等�
%

超声诊断治疗 自然界中有一些物质被称

为压电晶体
,

它们具有一种奇特的性质 ∋ 当使它

压缩或伸长时
,

其相对的两个表面上会出现异

号电荷 &相反
,

如果在这种物质的两个相对表面

上加上电压
,

该物质又会发生压缩或伸长的机

械形变
,

若加的是交变电压
,

则其表面就发生机

械振动
,

前者称压电效应
,

后者称逆压电效应
%

医学中的超声仪即用到了这两种效应
%

超声波

的产生 ∋将高频率的交变电压加在压电晶体的

两个表面上
,

两个表面即作高频率的机械振动

而成为超声波的声源
,

它可以按设计要求向某

一方向发射所需的超声波
,

比如超声雾化吸入

器中的超声波即是如此产生的
%

超声波的接

收 ∋最明显的例子是超声仪的探头
,

它既是超声

波发生器也是超声波接收器
%

当超声仪工作

时
,

压电效应使探头产生超声波向诊断部位发

射
,

诊断部位反射回来的超声波又被同一探头

接收到
,

逆压 电效应会将探头接收到的反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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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波转变成电信号
,

经放大电路和电脑处理后

可直接在显示器上显现出诊断部位的图象
,

与

正常图比较可判断有无病变及其性质
%

纤维镜 人体内很多器官的病变可不需手

术而用纤维镜诊断
,

如纤维胃镜
、

纤维支气管

镜
、

纤维结肠镜等
%

各种纤维镜都是根据光在

纤维内表面多次发生全反射而能量几乎不损失

的原理制成的
%

但是单独一根纤维不能传送图

象
,

这是由于多次反射会把来 自器官上不同部

位的光完全搅乱
%

目前均采用由细纤维 �功
‘

一 #∃
一“
米 �组成的纤维束作传导

,

每根细纤维只

传送来 自器官的一个很小范围的光且互不干

扰
,

所有细纤维传送的光综合起来就成了图象
%

从图象上可直接看出病变
%

同位素技术 放射性同位素在衰变时会放

出 ∋ 射线
、

刀射线和 ∗ 射线
,

其医学领域的应用

主要在 以下两方面
%

作为示踪物质 ∋ 让病人吞

服或注射含放射性同位素的制剂后
,

再用探测

仪进行追踪
,

就可 以知道放射性原子通过什么

路径
,

运动到哪里
,

是怎样分布的
,

从而进行诊

断
%

例如
,

放射性碘 #!以
‘’‘

+� 可用来诊断甲状

腺疾病
,

正常人吞服
‘! ‘+的制剂后

,

用探测仪测

出只有 ∀∃ ,左右的
’! ’+停留在机体内

,

且绝大

部分集中在甲状腺附近
,

其余的随小便排除体

外
,

而 甲状腺机能亢进的病人却能够在甲状腺

附近集中所吞人
‘! ’+的 !∃ 一 (∃ ,

%

放射性治疗 ∋

利用放射性同位素衰变时放出的射线对人体引

起的生物效应 �破坏增生细胞 �进行治疗
%

例如

放疗是利用 − 射线辐照治疗肿瘤的一种方法
,

快速分裂的癌细胞在 下射线 �放射源 为钻  ∃�

的照射下非常脆弱
,

其生 长被抑制最终被杀死
%

此外
,

. 射线
、

激光
、

核磁共振
、

超导等也在

医学中广泛应用
%

随着时代的发展
,

物理学原理将

更多地 应用于 医学领域
,

为医学科学服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