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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幕式

1、唱会歌 河北省医学会核医学分会

2、领导致辞

（1）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主委 李思进 教授

（2）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单保恩 书记

（3）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核医学专家委员会主委 林岩松 教授

（4） 中国核学会放射性药物分会理事长 杨 志 教授

（5） 中国抗癌协会核医学分会主委 樊  卫 教授

（6） 中国核学会核医学分会理事长 何作祥 教授

（7） 中国影像技术医学研究会核医学分会主委 谭  建 教授

（8） 中国医学装备学会核医学分会主委 李  方 教授

（9） 中国医师协会核医学分会会长 安  锐 教授

（10）东亚核医学会主席 李亚明 教授

（11）亚大核医学与生物联盟主席 黄 钢 教授

（12）河北省医学会领导 张绍廉 会长

3、2020年核医学会表彰仪式 石洪成 教授

二、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成立40周年纪念

1、核医学分会成立40周年纪念启动仪式

2、核医学分会成立40周年纪念视频
3、历届学会主委及国际学会组织领导致辞 视频
4、中国核医学2020年年度报告 李思进 教授

开幕式形式新颖、内容丰富：

1、线上线下结合，

2、各学会的核医学汇聚

3、40年庆典忆往昔

4、历届主委共勉励

5、表彰先进鼓干劲



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石家庄核医学工作者在河北省医学会前任主任委员赵新
明教授、主任委员边艳珠教授带领下满怀激情的演唱了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会歌》。

赵长久；

蒋宁一、李春林、王荣福； 武志芳、杨志；

后浪璀璨如漫天希望之星的希望之星奖获得者陈皓鋆、高识；2020年度主委特别奖获得者杨兴、左传涛

优秀贡献者层出不穷



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40年庆㊗
来自各届主委及世界各地核医学同仁的祝福



会议学术交流以线上为主，电脑端和手机端相结合，参会踊跃，近三万人在线；

会议论文汇编有电子版下载端口，简单方便。

会议组织有序：大会特邀讲者、主持人都提前通知到位，电脑等调试准备有序

会议引导精准：事先通过微信群、公众号等推送，反复提醒，分类明确



本次学术会议
免费注册

学术年会会务亮点

• 免费注册支持

检索方便快捷



直播回放--突破时空



9月19日大会开幕式在线观看人数 ＞7800 人次

特邀学术报告 27265人次

参会踊跃，学习人数较常规明显增多

直播同时在线观看 27027
直播回放（截止9.21日上午10点钟最高点击量 525）

9月18日继续教育

李思进主委“2020中国核医学报告”



9月20日在线观看人数

分会场1 分会场2 分会场3

24200+人次 3800+人次6600+人次

9月21日在线观看人数

分会场1 分会场2 分会场3

29300+人次 5900+人次9100+人次

参会踊跃，学习人数较常规明显增多

9月22日期待更多在线。。。。。。



2020年年会投稿突出贡献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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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总投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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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2019年增长23.34%

PET显像检查数量

PET设备分布



2020年年会投稿数量优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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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方向 投稿数（篇）

PET肿瘤学组 392

病例报道 627

治疗学组 209

功能学组 173

物理（技术）学组 179

体外学组 116

护理学组 124

实验学组 107

放药学组 99

心脏学组 67

神经学组 81

转化医学 24

投稿方向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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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捷 教授



发展阶段田嘉禾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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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视多探针研发

2.PET/MR应用研究日趋增多

3.肿瘤、心脏、神经研究并驾齐驱

4.少见病例鉴别诊断对临床有提示意义

5.与时俱进，发挥核医学在新冠疫情中的作用

神经系统研究

少见病例

在岗学习

在职提升

继续
教育

多探针



18F/68Ga PSMA 新探针的发展临床转化研究

Hank F Kung（孔繁渊）

Radiology,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核医 - 诊断加核素治疗

第二代PSMA显像探针 vs 第一代68Ga-PSMA-11 :

第二代
PSMA

显像药物

➢ 低膀胱摄取
➢ 更适合骨盆

区域成像
快速显像：注射后7 min，肿

瘤组织摄取达最高值，使显像时

间快速至注射后10 min左右。

放射药物
与

临床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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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药物
与

临床转化



新型治疗放射性核素的应用研究在国内已经陆续启动

➢ 211At-AITM靶向肿瘤蛋白mGluR1对乳腺癌具有理想的治疗效果，且安全性好。

➢ 211At-AITM治疗可显著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

➢ 211At-AITM破坏肿瘤癌蛋白mGluR1，阻断谷氨酸途径在肿瘤生长中的积极作用，降低增殖蛋白BrdU表达。

➢ 本研究表明α粒子治疗药物211At-AITM有望成为理想的肿瘤靶向治疗药物，进一步实现临床转化。

放射药物
与

临床转化



新型治疗放射性核素的应用研究在国内已经陆续启动

[177Lu]Lu-P17-087具有肿瘤摄取高，非靶组织清除快等特点，是一种潜在的放射性治疗药物。

放射药物
与

临床转化



治疗前 三次治疗后一次治疗后

PSA:0.380PSA:1.120PSA:7.76

治疗前 一次治疗后

PSA:16.559 PSA:0.154

关于177LU-PSMA放射性配体疗法治疗mCRPC的临床研究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卜婷, 等

177Lu-PSMA治疗41例晚期转移性去
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74%的患者

PSA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68%的

患者PSA下降> 30%。治疗后随访期
间仅观察到WBC、PLT有轻微下降，

无明显肝肾毒性，耐受性良好。

新型治疗放射性核素的应用研究在国内已经陆续启动
放射药物

与
临床转化



新型诊断放射性核素的应用已经开始普及放射药物
与

临床转化



新型放射性探针研究的自主国产化进程仍在路上

1. 本课题成功制备了12种三七

素类PSMA靶向DOTA配体。

2. 68Ga-DXJ137是一种非常有

潜力的三七素类PSMA分子

探针。

3. 68Ga-DXJ137的临床转化试

验正在稳步推进中 ， 18F、

99mTc等核素标记的三七素类

PSMA探针亦在实验中。

放射药物
与

临床转化



新型放射性探针研究的自主国产化进程仍在路上放射药物
与

临床转化



注射[18F]FPO 60min后前列腺癌裸鼠(A)、肝癌小鼠(B)及胶质瘤大鼠(C)的PET/CT显像图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赵琦南团队设计合

成一种18F标记的鸟氨酸类似物N5- (2-

[18F]-氟丙酰基)鸟氨酸（ [18F] FPO），并

初步显示其作为肿瘤鸟氨酸代谢PET示踪

剂的潜力。

N5-(2-[18F]-氟丙酰基)鸟氨酸结构式

18F标记的N-2-[18F]-氟丙酰基-鸟氨酸的放化合成及肿瘤

鸟氨酸代谢PET显像的初步研究

新型放射性探针研究的自主国产化进程仍在路上放射药物
与

临床转化



放射药物
与

临床转化

新型放射性探针研究的自主国产化进程仍在路上



核素
治疗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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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治疗数量增加，但内涵待提升，

2、甲状腺癌核素治疗仍是研究热点

3、125I粒子、177Lu治疗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核素
治疗
进展



碘-131治疗的理论基础是核素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核素
治疗
进展



恶性肿瘤的特异性靶向分子影像：从伴随诊断到精准治疗
PET肿
瘤应用
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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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的特异性靶向分子影像：从伴随诊断到精准治疗

为PET免疫显
像在骨髓瘤中
的诊疗一体化
奠定基础

PET肿
瘤应用
与创新



恶性肿瘤的非特异性分子影像：从 FDG 到 FAPI

增
强
诊
断
定
位
与
定
量
的
精
准
性

覃春霞 阮伟伟 盖永康 柳轻瑶 刘芳 胡帆 兰晓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PET肿
瘤应用
与创新



恶性肿瘤的非特异性分子影像：从 FDG 到 FAPI

糖酵解活跃的肾癌细胞可以通过分泌乳酸促进CAF细胞

的FAP表达,这与乳酸激活p-AKT/FAP信号通路有关

PET肿
瘤应用
与创新



PET/MR及影像组学及AI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
智能影
像及新
技术



PET/MR及影像组学及AI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

➢ 研究目的：初步探讨治疗前18F-FDG PET/CT影像

组学特征预测乳腺癌分子亚型的可行性。

➢ 方法：从手动勾画的PET及CT感兴趣区中提取影像

特征，采用SoftMax多分类逻辑回归进行建模，使

用三折交叉验证，结果用准确率（ACC）进行评估。

➢ 建模分类结果：（1）PET/CT组学特征的ACC优于

单独PET或CT组学特征；仅基于PET组学特征的结

果优于CT组学特征。（2）将生物标志物或功能影

像学特征与PET/CT组学特征结合并没有增加额外

的诊断价值。

➢ 结论：18F-FDG PET/CT影像组学特征能够较好地

预测乳腺癌分子分型；但这需要更多的大样本研究

以进一步证实。

智能影
像及新
技术



18F-FDG PET/CT仍是神经功能研究的基础工具
智能影
像及新
技术



智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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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 结论

智能影
像及新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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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核医学：心肌血流储备

心血管
进展



心血管核医学：大血管病变

心血管
进展



DLBCL患者，男
性， 62 岁， R-
CHOP 方案化疗
6个疗程，化疗结
束后10个月出现
活动后气喘胸闷，
心超 LVEF=42%，
诊断为化疗所致
心功能异常（心
脏毒性）。

门控心肌灌注显像可早期预测蒽环类药物化疗所致心脏毒性

王建锋、王跃涛. 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心血管核医学：药物毒性
心血管
进展



心血管核医学：微血管病变

核素冷加压试验评估高血压病人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徐州市中心医院 鹿存芝

心血管
进展



18F-FDG PET/CT仍是神经功能研究的基础工具

神经系
统进展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影像已经进入临床，但仍需国人大数据的应用

神经系
统进展



神经系
统进展



神经系
统进展



结论

神经系
统进展



神经系
统进展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影像特异性探针的研究仍是起步阶段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影像特异性探针的研究仍是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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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影像特异性探针的研究仍是起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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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进展



18F-FDG PET/CT仍是神经功能研究的基础工具
神经系
统进展



巴 宏宇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体外分析是核医学起步的基石，质量控制已经成为是否持续的关键

◆ 2019年全国有394个科室开展体外分析业

务(占34.32%).

◆ 通过ISO15189认证的实验室有44个，待

现场评审的有12个，二年内申请认可的有

52个，没有该认证计划的有286个。

◆ 国产设备678台，进口设备686台。

数量（台）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器 放射免疫分析仪器 质谱分析仪器 其它分析仪器

国产 293 254 4 127

进口 628 16 9 33

总计 921(67.52%) 270(19.79%) 13(0.95%) 160(11.73%)

2020中国核医学现状报告

体外
分析



体外分析是核医学起步的基石，质量控制已经成为是否持续的关键
体外
分析



本次会议亮点性工作：

18F/68Ga PSMA 新探针的发展临床转化研究

新型治疗放射性核素的应用研究在国内已经陆续启动

新型放射性探针研究的自主国产化进程仍在路上

恶性肿瘤的特异性靶向分子影像：从伴随诊断到精准治疗

恶性肿瘤的非特异性分子影像：从 FDG 到 FAPI

影像组学及AI等新技术的开始探索应用

心血管核医学：心肌血流储备，大血管病变，微血管病变

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分子影像已经进入临床，但仍需国人大数据的应用



感谢您的观看！

THANK YOU！

核医学与健康中国

致谢：

刘建军、宋少莉、王辉、丁虹等各位提供

支持与帮助的专家

感谢中华医学会核医学分会各学组组长；

黄钢，huang2802@163.com

感谢所有为此总结提供素材的

专家及其单位；

真诚期望未来能有更多有价值

的工作及时提供。

2020年9 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