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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F-FDG PET/CT 心肌代谢显像检查前的流程化护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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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着重聚焦于 18F-FDG PET/CT 心肌代谢显像检查前的流程化护理。流程化护理涉及多个关键方

面。血糖调整严格规范，为高质量显像奠定基础；心理护理贴心周到，有效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健康教育全面

深入，显著提升患者对检查的认知。流程化护理成效斐然，不仅提高检查准确性，还极大优化患者体验，降低医

疗风险。通过深入探讨这些内容，为临床护理提供了极具针对性与标准化的参考，助力提升整体医疗服务质量，

更好地服务于冠心病患者的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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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rocedural nursing before 18F-FDG PET/CT myocardial metabolic imaging 
examination. Process based nursing involves multiple key aspects. Strict and standardized blood glucose regulation ,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high-quality imaging; Psychological care is thoughtful and effective in alleviating patients' anxiety;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health education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patients' understanding of examinations. Process 
based nursing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not only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examinations, but also greatly 
optimizing the patient experience and reducing medical risks. Through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se contents, highly 
targeted and standardized references have been provided for clinical nursing, helping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s and better serv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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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冠心病作为全球范围内常见且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的心血管疾病，在冠心病的诊疗过程中，早期诊断与精

准治疗对于改善患者预后、降低死亡率、提高生活质量

起着决定性作用[1]。18F-FDG PET/CT 心肌代谢显像凭

借其独特的成像原理和优势，成为目前临床上评估心

肌存活性的重要且有效的手段，能够为后续治疗方案

的制定提供关键依据。然而，检查过程中诸多因素可能

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其中主要难点在于如何让心

肌摄取 FDG 从而获得高质量的图像信息，尤其是对于

合并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的患者，心肌摄

取 18 F-FDG 常常不甚理想[2]，同时也会对患者体验产

生影响。在此背景下，探讨 18F-FDG PET/CT 心肌代谢

显像检查前的流程化护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实施科

学、规范的流程化护理，能够有效减少干扰因素，提高

检查准确性，同时从身心等多方面给予患者支持，优化

患者体验，进而提升整体医疗服务质量。 
1 检查前血糖调整的流程化护理 
在 18F-FDG PET/CT 心肌代谢显像检查中，血糖调

整的流程化护理至关重要。血糖水平对心肌 18F-FDG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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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取和显像质量有着直接影响，精准的血糖调控是获

取准确检查结果的关键前提。患者到达候诊室后，护理

人员确认患者空腹 6 小时以上后立即进行首次血糖测

量，这是整个血糖调整流程的起始点。依据测量所得的

血糖值，精确计算并指导患者口服 50%葡萄糖。具体

而言，若血糖值低于 7.8mmol/L，口服剂量在 10g-50g
之间。同时，护理人员要详细记录血糖数值、口服葡萄

糖量以及具体时间，为后续的护理操作提供准确的数

据支持。测定空腹血糖水平口服葡萄糖后 40-60min 复

查血糖并进行短效胰岛素皮下注射，当血糖水平控制

在 7.22mmol/L 以内直接给予 18F-FDG 静脉注射。若峰

值高于 7.8mmol/L，则需皮下注射短效胰岛素。短效胰

岛素注射环节同样需要严谨对待。如空腹血糖在

7.22mmol/L-11.11mmol/L 之间,皮下注射短效胰岛素

（1-5）U 不等，这一过程需要护理人员耐心细致地操

作与记录，确保能捕捉到血糖的动态变化[2]。若血糖值

高于 11.11mmol/L，情况较为复杂，此时需要临床医生

和内分泌科医生共同进行专业指导，以保障患者安全

和检查的顺利进行[3]。通过这样一套系统、规范的血糖

调整流程化护理，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血糖因素对检

查结果的干扰，为准确评估心肌存活性奠定坚实基础。   
2 冠心病患者检查前的特殊护理 
冠心病患者在接受 18F-FDG PET/CT 心肌代谢显

像检查前，因其病情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需要一系列针

对性的护理措施，以确保检查的顺利进行和结果的准

确性。 
2.1 病情评估 
在病情评估环节，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是重

中之重。糖尿病的特性致使血糖波动频繁且难以把控，

而这一波动对 18F-FDG 的摄取及显像质量影响显著[4]。

护理人员肩负着密切监测此类患者血糖变化的重任，

需详细记录每次血糖波动情况，为后续护理决策提供

精准依据。对于病情较重的患者，像存在严重心肌缺血、

心力衰竭等状况，或是血糖长期控制不理想、血糖值波

动幅度大的患者，从多方面权衡，应优先调整血糖至相

对稳定状态后再安排检查。因为不稳定的血糖状态极

有可能干扰检查结果，引发假阳性或假阴性情况，误导

诊断与治疗[5]。如此这般，不仅能提高检查的准确性，

为后续治疗奠定坚实基础，更能全方位保障患者安全，

提升整体医疗质量。  
2.2 心理护理 
心理护理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冠心病患者

长期承受疾病折磨，时刻担忧自身健康，普遍存在不同

程度的焦虑情绪。这种负面情绪不仅会降低患者在检

查过程中的配合度，使原本就复杂的检查流程难以顺

利推进，还会引起身体的应激反应，打乱体内的生理平

衡，进而间接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性。护士作为与患者

接触最为紧密的群体，在心理护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护士应主动迈出沟通的第一步，以温和的语气、耐心的

态度，像知心朋友般倾听患者的心声。在交流过程中，

深入了解患者内心的担忧和困惑，让患者感受到被关

注、被理解。随后，护士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

出地向患者解释检查的目的、详细流程以及安全性。通

过清晰的讲解，帮助患者驱散对检查的陌生感和恐惧，

使他们对检查有更全面、更清晰的认识，从而有效缓解

紧张情绪。同时，护士要注重给予患者心理支持和鼓励
[6]。一个鼓励的眼神、一句温暖的话语，都能成为患者

战胜恐惧的力量源泉，增强他们面对检查的信心，让患

者更愿意主动配合各项检查安排，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为检查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2.3 健康教育 
健康教育在检查前护理中占据关键地位。护理人

员承担着向患者科普相关知识的重要职责，需就检查

前饮食、运动及药物使用等方面，为患者提供详细指导。

在饮食方面，告知患者检查前数小时需禁食，这能有效

避免进食对血糖水平的影响，确保血糖处于相对稳定

状态，为后续检查创造良好条件。运动方面，叮嘱患者

避免剧烈运动，保持安静，防止因运动导致血糖波动，

干扰 18F - FDG 的摄取，进而影响显像质量。药物使用

的指导也不容忽视。护理人员要依据药物特性和检查

要求，清晰地向患者说明正在服用的药物中，哪些需要

继续服用，哪些必须暂停。这一举措可避免药物与检查

相互作用，防止对血糖及检查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尤为

重要的是，护理人员要着重强调血糖控制的重要性，向

患者详细阐述血糖异常如何干扰检查结果，可能导致

假阳性或假阴性情况出现。通过这样的沟通，使患者充

分意识到严格遵循医嘱进行血糖管理的必要性，进而

增强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患者有了充分认知后，会更

积极主动地配合检查前准备工作，为检查顺利开展及

获取准确结果提供有力支撑。 
3 流程化护理的实施效果、优势及局限 
在 18F-FDG PET/CT 心肌代谢显像检查中，流程化

护理的实施带来了多方面显著效果，同时也具有独特

的优势与一定的局限性，明确未来研究方向对进一步

提升护理质量意义重大。 
3.1 流程化护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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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提高检查准确性 
流程化护理对提升检查准确性作用突出。标准化

血糖调整流程至关重要，其精准指引如精密导航系统，

有力保障了 18F - FDG 在心肌组织中均匀摄取。护理人

员严格遵循流程调控患者血糖，成功排除血糖异常这

一关键干扰因素[7]。如此一来，显像质量大幅提升，所

成图像能够清晰、精准地呈现心肌代谢状况。医生借助

高质量图像，能更准确地判断心肌存活性，进而依据实

际情况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这一系列连锁反应，显著

提高了疾病诊断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为冠心病患者的

有效治疗奠定坚实基础。  
3.1.2 优化患者体验 
优化患者体验是流程化护理的一大亮点。在以往

的检查过程中，患者常常因护理流程不合理，面临长时

间等待，不仅耗费时间，还容易滋生焦虑情绪，影响就

医心情。而流程化护理通过科学规划各个环节，合理安

排各项操作的先后顺序与时间节点，极大地减少了患

者不必要的等待时间。如今，患者能够在清晰明确的指

引下，有条不紊地完成检查前准备，不再陷入漫长等待

的煎熬。同时，流程化护理对血糖波动的有效管控，使

得因血糖问题导致的检查取消情况大幅减少[8]。患者无

需再为血糖异常而频繁重新预约检查，避免了来回奔

波的麻烦，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这一系列改变，让

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感受到更多便利与关怀，切实提升

了舒适度和满意度，也进一步融洽了医患关系。   
3.1.3 降低医疗风险 
降低医疗风险是流程化护理的关键贡献。严格的

血糖监测和胰岛素注射流程，如同坚固的防线，有效避

免了低血糖或高血糖事件的发生。护理人员密切关注

患者血糖变化，根据血糖值精准调整胰岛素剂量，确保

患者血糖始终维持在安全、稳定的范围内，为患者的检

查过程提供了可靠的安全保障，减少了因血糖异常引

发的并发症风险。 
3.2 流程化护理的优势 
流程化护理具有诸多突出优势。标准化操作就像

工厂里精准运行的生产线，极大地提高了护理工作效

率。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规范和要求，护理人员能够迅

速、准确地执行任务，减少了因个人操作差异导致的人

为误差，保证了护理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这不仅有

利于提高工作效率，还为医疗质量的提升奠定了坚实

基础。 
3.3 流程化护理的局限性 
流程化护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由于其对护理人

员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护理人员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

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敏锐的应变能力。为了确保

护理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并执行流程化护理，需要定期开

展专业培训，这无疑增加了医院的人力和物力成本。 
4 结语 
18F-FDG PET/CT 心肌代谢显像检查前实施流程化

护理，对冠心病诊疗意义非凡。在检查前，标准化的血

糖调整确保了 18F-FDG 摄取均匀，提升显像质量，为

准确诊断提供依据；针对性的心理护理有效缓解患者

焦虑，提高配合度；全面的健康教育增强患者认知，使

其更好地做好检查准备。这些举措协同作用，显著提高

了检查质量，减少因各种因素导致的检查误差与阻碍。

同时，优化了患者就医体验，让患者在检查过程中更舒

适、安心，助力冠心病的精准诊断与有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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