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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信息科学与生命科学交汇点卜，在探索崭新的《数字医学》创业期问，2009年，我为裴国献教授主
编的《数字骨科学》做序时，曾经戏称其为“敢食螃蟹”的群体，当时的侧重点，落在一个“敢”字
上。
因为这是《数字医学》在我国骨科学领域中的第一部专著。
在新鲜事物中，还有不少众说纷纭、有待实践检验的假说，也有许多莫衷一是、有待统一澄清的争议
要点。
就像人们对“身穿盔甲、大钳伤人”的螃蟹，早期还存在能不能食和敢不敢食的问题，确实需要有些
勇气。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时隔一年后，还是这个群体，又献出了《数字化骨折分类》专著。
这一次再要我做序时，应该戏称之为“精食螃蟹”的群体，今天的侧重点，落在一个“精”字上。
因为这是《数字骨科学》的延续和细化，主要是运用数字化技术建立三维的骨折分类图谱。
好像人们对阳澄湖大闸蟹的美食，已经家喻户晓，问题是如何精心烹饪，如何精心享用。
骨折是创伤骨科常见的疾病，准确地对骨折进行分类是选择治疗方案的基础。
以往的骨折分类叙述多是文字加上线条图，《数字化骨折分类》提供了一个三维立体的、动态的观察
骨折类型的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该书作者利用数字化技术这把利器，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解读骨折分
类，丰富了骨折分类的表现形式。
同时，也希望这本书本身也成为一把利器，为广大创伤骨科医师，特别是青年医师提供有益的帮助，
成为临床工作当中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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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国内首部此类专著。
依据国际通用的四肢、骨盆与髋臼骨折分类方法，采用二维线条图、影像资料和三维骨折模型联合展
示各类骨折，并附有相应的录像。
本书首次采用三维立体、动态的方式模拟骨折的分类；图像由二维变为三维，由平面变为立体，由静
态变为动态，可以更加准确、清晰地表现各类、各型骨折的特征，有利于临床医生快速、准确地学习
、认识与掌握各种骨折分类方法。
?于一些比较复杂、难以以线条图及影像资料分析、诊断的关节内骨折、骨盆和髋臼骨折等，三维骨折
模型更具有其特定的临床指导价值。
该书是骨科医师特别是青年医师的重要参考工具书之一，同时也适合于骨科医学生、研究生阅读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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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裴国献，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创伤骨科主任、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在学术上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复合组织移植学会秘书长、美国《Microsurgery
》杂志编委、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华医学会显微外科学分会候
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创伤骨科学组副组长、《中华创伤骨科杂志》总编辑等20余项学
术职务。

裴国献教授为国内著名的创伤骨科专家，在肢体严重创伤与重建方面造诣颇深，擅长四肢严重骨与关
节损伤的治疗及肢体创伤的修复与功能重建，取得了多项具有国际先进、亚洲首例及国内领先的创新
性成果。
在国际上最先报道四肢同时离断再植成功；首创下肢严重创伤避免截肢的“双桥式皮瓣移植”修复新
技术；成功开展了亚洲第1、第2例(世界第3、第4例)异体手移植术，被评为2000年度“中国医药科技
十大新闻”。
为国内最早开展组织工程学研究者之一，在国际上率先提出血管、神经与组织工程化组织和器官同步
构建的新理论，并在大动物(恒河猴)体内分别成功构建出带血管、神经的组织工程骨，证实了这一理
论的科学性与重大的临床应用价值。
先后主编专著5部，参编专著及8年制、7年制全国高等院校《外科学》教材等10余部；发表学术论
文120余篇；获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973)、国家高新技术发展项目(863)重大专项课题、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军队杰出青年科技基金等16项基金；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军队)科技成果一
等奖3项、二等奖4项；为“九．五”、“十·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获得者；先后被授予“全
国首届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全国百千万人才工
程”首?人选、“军队科技金星”、“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等多项国家级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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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随着影像学技术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CT扫描及三维重建已经日益普及，可以立体地观察骨折
，提高判断骨折类型的准确性。
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T，MSCT）的发展和普及，在骨关节创伤诊断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从1998年4层螺旋CT推出以来，MSCT软件和硬件迅速提升，当前，320层螺旋CT已经投入临床使用。
MSCT的一个显著进步就是薄层扫描提高了z轴分辨力，实现了“等体素”成像，即每一体素在冠状位
、矢状位及横轴位三个方向上均是相等的，保证了重建图像上任意层面空间分辨率的一致，真正做到
了高分辨率的“各向同性成像”。
应用各向同性体素的数据做重建处理时，在冠状面、矢状面、斜面和曲面的分辨率达到或接近原始横
断面图像的分辨率，从而克服了既往CT容积成像在非轴位观察时存在的阶梯感以及对细微结构显示不
清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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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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