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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激光疗效对比

1一对照组(未照激光)ö 2一铜蒸气激光;
3一氢激光泵浦染料 4一闪光灯泵浦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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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e 激光穿透组织后的测定与研究

为进一步了解脉冲激光在血口~~体治癌中的使用

价值，我们进行了脉冲与连续激光照射在动物肿瘤

内引起的温升、穿透深度以及对动物恶性肿瘤的综

合抑制作用的比较实验，结果见图 1~3。

几年来用这一激光系统先后治疗了 10 例口腔

及体表恶性肿瘤， 8 例均近期治愈，其中 3 例做了手

术，活检均未发现癌细胞，最长的已达三年，未见复

发。另外 1 例明显好转，结疯未脱。还有 1 例乳头

帕哲民病，治疗后活检仍有肿瘤，病人要求手术而未

进一步治疗。

闪光灯泵浦脉冲染料激光器做为血吟琳治癌的

光源，与氢激光泵浦的连续波染料激光器相比，结构

简单，使用与维护方便，价格仅为后者的 1/3，水电

消耗为后者的 1/10。能为更多中小医院所采用，具

有推广价值。

参加本项工作的还有刘义崇、高孟林、高进、耿

子蕃等同志.

Abstract: Testing data on 136;i examinations of animal body tissues penetrated by He-Ne 

laser light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man. 

单种离体组织的制备是将组织切成约 7x5x

O.5 ，....， lcm 长方形切片p 在测试时用多片同类组织

重迭至总厚度。非离体的全层复合组织则是从剔毛

的皮肤表面计算到深部的总厚度。对每个厚度的标

本，先测激光穿透组织前的照度，然后将照度表的探

头放于标本下方，再测试穿过标本后的照度，待组织

厚度逐步增加到所透过的激光不足以引起光电表最

小勒克司数的指示时为止。检测在暗室中迸行，而
离体标本的测试则是在特制的暗箱内进行的。

三、实验数据与分析研究的结果

1.测试数据

人体数据见表 1，动物略。

各类组织的吸收率随激光穿过组织厚度的增

加，成偏态分布。

其中，猪皮 = 98.Q38%，猪肌肉 =98.101%，

猪脂肪=97.876%，狗皮 =99 .025%，狗肌肉=

99.486%，兔肌肉 =97.236%，死人皮=98.851%，

-、前言

用 E←Ne 激光治疗某些疾病所取得的优良效

果令人满意。目前国内外报道卫←Ne 激光对人体

的穿透深度多为 10 ，....， 15 mm [1-3.6)，国内正式报道的

最大深度为 19.1mmc，剑，笔者在实验中曾穿透过 25

mm 的入体组织，为了进一步探索 E←Ne 激光对深

部组织的直接光照作用，我们对动物组织时穿透深
度进行了大量的测试，当然，我们感兴趣的是人，但

从分析研究的结果看p 这是与人体组织有相关关系

的。从而确信人体组织的几十次测试结果仍是可靠

的。这里只报道对人体组织的测量结果。

二、测试方法

用于测试的组织包括离体的新鲜猪皮、猪肌肉、

猪脂肪;新鲜离体的狗皮及肌肉;活体局麻下的狗的

全层组织;离体的家兔皮和肌肉i 以及活体家兔的全

层组织;人尸体的全层组织和离体的死人的皮、肌

肉。还有活人全层组织〈七位工作人员)0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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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穿透前照度 穿透后照度

(mm) (LUX) (LUX) 

7 310 3 

7 8佣 8 

9 320 1.98 

9 820 4 .4 

10 330 1.16 
.电 10 820 0.6 

12 330 0.1是

肌肉 12 860 0.7 

14 .330 俨 0 . 08

14 780 0.2 

15 310 0.02 

15 780 0.12 

16 320 O 

16 780 0.01 

18 780 O 

2 740 40 

2 660 42 

4 740 5 .4 

4 660 5.6 

6 740 1.16 

皮
6 720 1.16 

8 740 0.22 

8 660 0 .22 

10 .5 660 
"。 10.5 660 0 .06 

13 660 。
俨

13 660 。"可

死人肌肉 =99 . 753% 。

利用表 1 数据可算出激光穿过组织厚度与衰

减率的关系如图 1所示。同理， 其它组织也如

此。

2. 结果分析

相同组织用不同功率和功率密度的激光束照

射，其穿透深度各异，功率越大p 穿透越深;功率相

同，功率密度越大，穿透深度只有少量增加。

入体组织和狗的对应组织测试结果十分相近，

如吸收率大小和穿透深度及光随厚度增加而衰减的

快慢等，参阅人狗两种组织的对应图(不同的组织斜

率不同，相同组织斜率基本相同〉。人和其它动物比

吸收率 激光功率密度 激光功率
备 注

(%) (mmj cm2) (mW) 

99.032 33.15 1.5 

98.75 114.3 5 

99.381 33.15 1.5 ，、

99 .463 114.3 5 

99 .648 33. 15 1.5 '-
99.926 114.3 5 。

99 .957 33.15 1.5 

99.918 114.3 5 
E 

99.975 33 . 15 1.5 . 
99.974 114.3 5 

99.990 33.15 1.5 

99.984 114 .3 5 .-' 

100 33.15 1.5 

99.998 114. 3 5 

100 114.3 5 

9是 .594 70 . 7 5 

93 . 636 114.3 5 
一层

99.270 70.7 5 

99 .151 114.3 5 

99.843 70.7 5 

99.838 114 .3 5 
三层

. 
99 .970 70 .7 5 

99 .966 11岳 .3 5 
四层

99 .996 70.7 5 

5 
五层

99.990 114.3 

70.7 5 

114.3 5 
六层

较差异大些。

死人皮穿透系数 10 值近似为 1: 死人肌肉的穿

透系数 10 值近似为1.60 穿透人体组织的深度基本
与国内外报道一致。

可利用图 1 的关系式 1=108 算出穿过菜组织的1

厚度。

E←Ne 激光照度在 1000LUX 以下穿过人体

组织 15mm 左右。当光照度大于 4500LUX 时， 容

易测出穿过活人全层组织 25mm(人手合谷 穴位)。

若对深部组织要求直接光照作用治疗p 需选择大功

率的氮氛激光，且工作距离要短，若无条件则延长照t

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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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回皿)

(a) 狗皮

功率密度 70.7mW/cm~ 句=1.153mm

ß(dB) 

.,. Z(mm) 

(c) 

人尸皮;激光功率密度 114. 3 mW/cm2; 

I 

E画

Z(mm) 

(b) 狗肌肉

功率密度 70 .7mW/cm2 lo=1.736mm 

8 (dB) 

50 

l(mm) 

(d) 

70 

人尸肌肉;激光功率密度 114.3皿W/cm2;

1户1.0236mm 如=1.585mm

图 1 各类组织透光衰减率 8(dB) 与组织厚度 1 的关系(比为穿透系数， Z=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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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光学》

由吕百达副教授编著并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在激光光学》于 1986 年出版。该书归纳了近儿年来

I国内外对于激光光束在光腔内外变换的最新研究成

果，理论实践并重，.每章之后还附有习题和参考文

献。 这是一本具有实用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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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医学》

由中山医科大学、同济医科大学和河南医科大

学编著的高校教材在激光医学E一书将由广东高等教

育出版社出版。

该书由作者根据长期从事本专业的科研、临床

医疗和近几年来教学实践的经验，参考了国内外最
新资料，并采纳了有关兄弟院校这几年来试用本教

材后提出的修改意见而编著成的。本书可作为一门

学科的教材，同时又有手册性工具书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