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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MP)发展的历史

1951年钴60治疗机1950年超声

1953年直线加速器 1968年伽玛刀

1984多叶准直器

1980核磁共振,PET

1920年X线体层摄影

1989螺旋断层CT

1895年伦琴发现X线

1972年CT出现

1980年PET-CT

1995年IMRT

1930年近距离放射治疗

1898年居里发现镭

镭疗剂量学体系

1951年SPECT

1930年代X线治疗

1965年计划系统

2000年IMRT QA(QC)
(IGRT、DGRT,…)

1970年后装治疗

调强后装IMBT1980年代CT模拟

1982年逆向设计

X线 放射手术(SRS)

铯-137,Ir-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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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学的定义
(IOMP 政策规范)

医学物理学(MP)是把物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应

用于人类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保健的

一门交叉学科，是物理学与医学实践相结合

的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它是研究人类疾病

诊断、治疗过程中的物理现象,并用物理方法

表达这种现象的学科。大量事实证明，医学

与物理学的结合,是推动现代医学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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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学的分支学科
(IOMP 政策法规)

医学物理学包括的分支学科有：

* 肿瘤放射物理学；

* 医学影像物理学；

* 核医学物理学；

* 医学保健物理（包括医学辐射防护）学；

* 非电离辐射医学物理学；

以及

*生理测量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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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师(IOMP 政策法规)

医学物理师是指在临床、学院或研究机构内任职

并受过医学物理学原理和技术的教育及专门培训

的卫生专业人员。是指经过国家或国际专业认证

机构认证，可以独立从事医学物理学领域一个或

多个子领域工作的医学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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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学家的职责

患者及工作人员的安全

参与临床诊、治过程中的QA(QC)
从事医学物理的研究与诊、治技术的发展

医院及相关科室的管理与规划

卫生专业人员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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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的未来(一)

医学 诊断：

医学影像：通过基因测试，生物化学测试

获取解剖、功能影像

远程医学：患者携带生物传感器自动连接到

居所内的诊断设备，为没有临床

症状的患者召集医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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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的未来(三)

肿瘤放射治疗方案计划设计：

解剖组织的自动勾画

患者治疗数据的存储

多种治疗模式的结合

多目标计划的优化与选择

个体化治疗(生物因子引导的放射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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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的未来(三)

肿瘤放射治疗方案的实施：

器官及组织运动的监测与跟随

使用机器人协助治疗方案的实施

重离子治疗

基因治疗

靶向放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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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的未来(四)

治疗效果评估：

仍然处于萌芽阶段

以往治疗数据的收集，形成跨国的巨大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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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的未来(五)

SPECT, PET, MRI ，超声，光学等医学影像

纳米技术

光化学技术

计算机技术

高频脉冲技术

医用直线加速器技术

图像引导技术

重离子治疗技术

靶向治疗技术

…等,
将用于癌症的预防、诊断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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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学物理发展应建立平台

必备的条件：

在我国建立医学物理学科

培养大量合格的医学物理学家

医学物理师应是卫生专业人员的成员

建立完善的医学物理师培训制度

规范医疗部门内医学物理学家的工作任务、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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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学物理面临的问题与建议

鉴于医学物理师在对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
全的重要作用和我国严重缺乏医学物理专业人员
的现状，建议国家有关部门：

1.尽快建立医学物理师制度，设立“医学物理师”职称

系列，明确各级专业人员的技术能力要求，建立并不

断完善人员培训、考核、聘任等资格管理制度；

2.开设医学物理学硕、博研究生教育，开展医学

物理专业技术培训，加快高级医学物理师人才培养的

进程，以满足医疗机构对医学物理人员日益增长的需

求，切实保证医疗安全和医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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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医学物理组织（IOMP)决定将玛丽•居里1867
年11月7日的出生日作为

国际医学物理节--IDMP
International Day of Medical Physics, IDMP
这是世界医学物理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

国际医学物理组织(IOMP)决定将2013年11月7日作
为首个“国际医学物理节”组织庆祝活动！

国际医学物理节

International Day of Medical 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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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蛇年幸福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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