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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图像，作为一种传达信息的手段，自古以来就被人类用作记录存档和交流沟通。
在医学科学中，更加作为记录、示教和研究的一种方法。
从达·芬奇的文艺复兴时期到如今日新月异的高科技时代，图像都是医学科学家手中的一个法宝，随
时随地发挥着它的神奇作用。
而数字化医学图像时代的来临给医学各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不仅可以利用不断优化和发展的
数字化医学影像技术进行临床和科研的诊断、分析；而且急剧增多的图像资料被记录、被储存，从而
成为后期开发的元素和资源，因此，它以不可抵挡的迅猛之势推动了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和公众医学
信息的快速传播迅速发展。
国外一些大型综合医学中心对这些数字图像资源整合、利用和开发，创造出基于数字技术的研究和教
育平台，使得图像本身作为承载信息的载体，不断被有效长期地使用。
学生们可以充分利用数字化学习产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有效地进行培训和考核。
虚拟技术与数字图像的结合，使得手术模拟场景得以实现。
每年北京协和医院的门诊量是200万人次，病例数量庞大，病种丰富，所能保留、采集的图像资源是非
常可观的，但是比对国外同行对临床病例图像的采集、存储和再利用开发，我们所做的远远不够，还
仅仅停留在个人采集资料、简单整理归类和个体化交流的层面上，无法做到资源的优化和整合，更无
从谈及深度开发了。
我们也许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如何将想法转化为现实，将信息从单点变为多点，从单向操作
变为立体互动，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和实践的内容。
我们基于上述的考虑，开始着手撰写了这本《医学数字图像实用技术》，目的也就是希望在临床、科
研和教学一线的医生和科学家们能够注意到图像技术的发展方向和其蕴含的巨大价值，学习采集和开
发这些珍贵的图像资源。
书中主要一部分是实用技术，多为临床和科研一线人员可操作掌握的数字摄影及绘画技术，另一部分
是数字图像技术的新进展和多个应用面。
图像的作用还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上。
在这本书中，我们还注意了医学图像与心理学、美学和人文学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刻的探讨。
“就是当年，在看到奈特博士赠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的医学图谱里的几张对肠黏膜的绘图描述，
对我内心的触动极大，让我体会到肠黏膜屏障的机制有学问可做，有内涵可以研究，由此开始重视了
这一领域。
而当时那每一副绘图所表达出来的意境和说服力是如此强大，绘画语言是如此生动和有启发性。
让我体悟到医学这门学科确实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存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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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医学各个相关领域，传统的图像技术已经发生革命性变化，进入了数字化时代。
图像技术迅速发展，新设备和方法更加完善，图像在医学中所承担的角色越来越广泛。
这本专业图书就揭示了这个交替转变的过程，着重描述了诸多创新的数字图像技术是如何与医学本身
相结合。
书中既谈及早期的医学绘图及摄影历史，也介绍了因时代变迁而拓展的新图像技术，以及它在医学领
域多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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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用这种记录方式，可以在采集当时就观察到图像的累积过程，这对临床根据需要及时调整采集
程序很有帮助。
另一种数据获取类型是列表型，又称为事件记录型，即将每次入射光子事件时间顺序依次存放在数据
存储区中，经过分类、统计和进一步处理后，可以得到静态或动态图像数据。
计算机系统还可同时记录生理电信号作为时间间隔划分的依据，以实现动态图像与生理电信号的同步
。
列表型数据获取是一种很灵活的数据获取方式，可以充分发挥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判选和处理的能力，
得到不同的获取结果。
其缺点是需要更大的存储容量，且不能及时观察图像的积累过程。
见图18-2。
3核医学数字影像的校正对图像数据进行处理的目的在于提高图像的质量，以及获得定量的实验研究
结果和临床检查结论。
在核医学影像设备中，光电倍增管探测效率不同、准直器性能不良、v射线的散射、计数的统计涨落
、死时间和本底等都可能严重影响图像的质量，利用数字技术通过一定的程序和软件可对这些因素进
行校正。
3.1场均匀度校正在探头的有效视野中，各个几何位置对Y光子探测效率不同，形成场不均匀性，会造
成图像畸变。
使用一个覆盖有效视野的均匀的放射源获取图像，可以计算出每个像素的校正因子，存放在计算机内
。
当Y相机获取其他图像时，每个像素的值分别用相应的校正因子校正，得到校正之后的图像。
场不均匀度与Y射线的能量和系统的其他参数有关，会随着时问而变化，因此需要经常进行校正。
3.2计数损失的校正Y相机在获取每个数据时都会产生死时间，有时会使图像的空问分辨力变坏、使场
的不均匀度加大，因此需要对系统的死时间进行校正，由数据处理程序完成。
在动态图像获取和定量分析中，由于衰变造成的计数损失也需要校正。
4核医学数字影像的后处理4.1图像的平滑处理由于核衰变是随机的，图像中各像素的数据不可避免地
存在统计涨落。
尤其在各像素的计数不高时，统计涨落更明显。
这将造成图像模糊、分辨力差。
平滑处理可以减少统计涨落。
常见的数字图像平滑处理方法有：简单平滑、低通数字滤波平滑和可变平滑。
简单平滑的基本概念是用某像素的邻域中各像素的加权平均值来代替该像素的原始值。
选择不同大小的邻域，可以获得不同的平滑处理。
一般当邻域取得大时，平滑后数据的统计涨落越小，但可能损失更多的图像细节。
图像的统计涨落相当于频谱的高频成分，使用数字滤波器滤掉高频，保留低频和中频成分也可以达到
平滑的效果。
采用不同的滤波函数和截止频率可以产生不同程度的平滑效果。
常见的滤波函数有Hamm、Hann和Butterworth等。
在实际图像中，像素计数大的点相对统计涨落较小，而计数低的点统计涨落较大，因此可以在不同的
计数区段选用不同的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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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数字图像实用技术》是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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