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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计算机技术和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医学图像信息分析与处理手段不断改进，诊
疗水平大大提高，现代医学已越来越离不开医学影像。
医学影像在临床诊断、教学科研等方面正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人体组织器官的二维图像（CT图像和核磁共振图像MRI等）对于医生分析患者的病情、辅助诊断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但由于人体组织器官的形态多样、构造复杂，医生仅通过肉眼观察二维图像，难以准确地确定病灶的
空间位置、大小、几何形状及其与周围组织的空间关系。
同时，仅依靠二维图像进行诊断的方式，导致医学图像中所蕴涵的人体组织器官的信息远没有得到充
分的利用。
利用计算机图像处理、计算机图形学、科学计算可视化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对二维医学图像进行分
析与处理，对人体组织和病灶进行三维建模，确定组织和病灶的空间位置、大小、几何性质及其与周
围组织的空间关系，并将复杂的三维信息及其相互关系实时、直观地显示给医生，可以帮助他们进行
全面准确的分析，设计精确的治疗计划，提高诊治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从而提高医疗诊断水平。
因此，医学图像处理及其三维重建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研究机构正致力于这个领域的研发工作，并且已经研究出一些面向临床的
医学影像三维可视化系统，国内外的研究者在这个领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医学图像的研
究对象是如此的复杂和神秘，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和学科是如此的宽广，因此这个领域还有很多方面有
待于进一步探索，有待于提出新的、有针对性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研究。
有鉴于此，我们结合国内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编成此书。
医学图像分析与处理的研究历史虽然相对较短，但成果却十分丰富。
因此，本书在取材和章节安排上颇费心思。
考虑本书的读者对象和国内教学的实际情况，力图在书中较为完整地介绍若干典型的医学图像分析和
处理方法及实例，而不追求面面俱到。
因此，本书难免有挂一漏万之憾。
本书引用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创造性工作，就不可能有本书的问世，在这里对
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贡献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鉴于作者的水平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医学图像处理及三维重建技术研究>>

内容概要

本书以医学图像三维成像过程的各个阶段为主线，系统地介绍了医学图像的预处理，阐述了图像的分
割、插值、网格简化、绘制及应用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应用实例。
全书共分7章，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3章)介绍与医学图像的预处理相关的主要技术；第二
部分(第4、5章)详细介绍医学图像的分割、插值及图形图像融合的相关理论、方法与应用实例；第三
部分(第6、7章)主要介绍三维成像过程的图像简化、三维建模、科学计算可视化等理论、方法和应用
技术。
本书着重讨论医学图像分析与处理中最基本和最成熟的方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外的当前工
作。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学习医学图像分析与处理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也可
供有关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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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医学是关系到千千万万人身心健康的应用学科，医学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人民的生活标
准，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自伦琴发现X射线以来，医疗诊断方式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计算机技术与现代医学影像
技术的紧密结合及其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医学图像信息分析与处理手段不断改进，诊疗水平大大提
高，从而使得现代医学已越来越离不开医学影像，医学影像在临床诊断、教学科研等方面正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医学影像诊断设备只是简单地对人体某些断层进行扫描以获得对应的影像数据，然后由影像设
备输出到胶片或显示屏幕供医务人员进行观察。
但无论是通过胶片观察还是输出到屏幕显示，医务人员能够依赖并进行诊断的依据依然是二维影像，
而且在观察时只能以固定方式进行，这样所得到的诊断结果必然带有医生的主观判断，因此诊断结果
的准确与否与医生的临床经验有很大的关系。
图像处理和三维重建技术的运用可以将医疗影像数据的真实感官效果展示给诊断人员，使其准确地确
定病灶的空间位置、大小、几何形状及其与周围组织的空间关系，可以对病人的影像数据进行多方位
、多层次的观察，减少主观判断和临床经验不足对诊断结果造成的影响。
通过医学图像处理和三维重建还可以辅助医生对病人已经病变的组织进行定性或者准确的定量分析，
从而使医疗影像设备输出数据的利用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在进行医学图像的三维重建之前，首先需要从医学影像设备输出规定格式的图像数据，对其进行必要
的数据处理以获得高清晰的影像数据，并按照疾病诊断的需要进行必要的分割。
在获得准确的病灶分割图像后，为保证重建的三维图像的精确度，需要在不同的位片之间进行图像插
值，形成一定数量的虚拟切片。
为减少重建时的计算量，提高三维重建的速度，在三维重建之前必须建立三维模型并进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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