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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从影像专业角度，以x线、ct、mri、usg及血管造影等最基础的检查方法为重点，讲述常用
影像诊断相关的解剖内容。
它对应十五规划教材《医学影像诊断学》的结构顺序，分为总论、骨骼肌肉系统、胸部、心脏大血管
、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头颈部、血管共10章。
总论重点介绍了影像解剖的研究方法，针对影像诊断的需要，解释了不同影像资料上人体结构显示的
标准方位、阅片方法及基本常识。
各章节分别讲述解剖概要，影像检查方法的比较，x线、ct、mri、usg等影像的各种平面、断面及三维
解剖。
本教材用400余幅黑白线条图，清晰形象地表述和解释了人体影像的解剖结构。
.
　　本教材有利于学生对解剖学知识和影像学知识的衔接与理解。
既可作为影像学专业五、七年制教材，亦可用作各相关、相近专业教师及学生的参考用书。
本教材的出版填补了目前我国医学影像专业《影像解剖学》教材的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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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6.肺纹理（lung markings）  肺纹理由肺血管、支气管和淋巴管构成。
以肺动脉及其分支为主，X线表现为清晰的高密度条纹影，伴支气管走行。
肺静脉较粗，密度较淡，而正常支气管及淋巴管不显影。
肺纹理呈树枝状从肺门发出，向外走行，近端粗，远端细，肺野外带几乎消失。
上肺纹理细而少，下肺纹理粗而多；右下肺纹理粗大而轮廓不清，左下肺纹理因心影遮挡而显示不清
；肺动脉影从肺门发出，从内带至外带逐渐变细小到消失；肺静脉纹理在右中、下肺野呈水平走向，
边缘模糊。
肺纹理与年龄、体位、个体差异和投影条件有关。
年老者比年轻人多，卧位比站立位多，投影条件低时较多，矮胖者肺纹理较多，与粉尘接触有关。
7.肺门（hilum of lung）又称肺根部的投影，是肺和纵隔的通道。
X线上肺门的结构由肺动脉、肺静脉、支气管及淋巴组织所组成，以肺动脉及肺静脉为主要成分，肺
静脉次之。
肺门影位于肺野内带。
（1）正位胸片上：两侧肺门阴影大小和密度基本相同，左肺门比右肺门高1～2cm，肺门占据靠近肺
野内带的第二前肋至第四前肋之间的范围。
肺门部有时可见到边缘光滑的密度增高的小圆点状影像，它属血管断面，直径在2～3mm之间。
1）左肺门影（left hilar shadow）：左肺门影由左肺动脉及左上肺静脉及其分支构成。
左肺门上部由左肺动脉弓及其尖后支、前支以及上肺静脉的尖后静脉、前静脉构成。
左肺动脉弓位于左主支气管和上叶支气管之间，呈圆形、半圆形或弧形阴影，其外缘总是向外隆起，
勿误认为肿块。
左肺门下部由左下肺动脉及其分支构成。
左肺门影常不同程度地被心影遮盖；有时左肺门外缘伸出一弧形向下方走行的环状影，它是舌叶动脉
起始于左肺动脉弓的腹侧所致，不可误认为空洞，采用不同位置透视观察可识别。
2）右肺门影（right hilar shadow）：右肺门影位于中肺野内带，比左肺门低1～2cm，分上、下两部。
右肺门影上部约占肺门的上1/3，由右上肺静脉、上肺动脉及下肺动脉干后回归支构成；右肺门影下部
约占肺门的下2/3，由右肺下动脉干构成，沿中间段支气管外源平行向外、下方走行。
右肺门影上部与下部之间的夹角右肺门角，角的顶有时可较圆钝。
当肺门角消失或有半圆形凸出阴影时，为病理改变或右肺动脉变异，可结合胸透或CT扫描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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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影像解剖学》是中国科学院教材建设专家委员会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医学院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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