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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颅内压增高是临床上导致病人病情恶化、预后不良或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因此临床颅内压的
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应用较多的方法是颅内压有创检测方法，但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给病人带来了很多痛苦。
虽然近几年来国内外对颅内压的无创检测方法也多有研究，但只是就某一种方法在颅内压无创检测方
面的可行性进行探讨，能够应用于临床的专门颅内压无创检测仪器尚不多见。
作者在该领域已经作了很多有益的研究，研制成功颅内压无创检测分析仪，并获得准产注册证，已进
入医院实现临床使用。
这表明作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实现了理论和应用的有机结合，并成功实现了理论到应用的转化。
　　由于目前发展的不同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是依据不同的被测生理参数与颅内压变化的相关关系来
实现颅内压无创检测的，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受众面和限制因素，因而不能仅通过一种方法就完全替代
颅内压的有创检测。
所以，研究不同的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并实现其在临床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此基础上，如何实现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的综合应用是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从本书的编排上看，本书对目前主要的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从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
阐述，理论上探讨方法的可行性及理论基础，应用上研究该方法的仪器实现和临床应用，对于进行颅
内压无创检测仪器的研究及推进颅内压无创检测仪器的发展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同时从本书的内容看，本书综合运用了生物医学、信号处理、电子技术、虚拟仪器技术等相关学科的
原理与技术，是一本多学科交叉的著作，因而适合多个专业的研究生、科学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及相关
临床医务人员使用，具有较广的受众面。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作者得到了大量的帮助，也参阅和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有些文献虽对
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本书没能一一列出，敬请谅解。
在此，诚挚地感谢所有给予过帮助的人们，同时也感谢所有从事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研究的工作者，
正是他们给我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资料。
　　感谢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项目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资助，作者才能一直坚持颅内压无创检
测方法的研究。
　　由于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尚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同时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
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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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临床上，颅内压增高是导致病人病情恶化、预后不良或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之一。
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虽有研究，但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尚未见到系统讨论颅内压无创检测
方法的书籍。
本书基于作者在生物医学信号处理领域和虚拟生物医学仪器研究过程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
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编著而成，全书系统地介绍了目前颅内压无创检测方法及其实现。
    本书是一本综合应用生物医学、信号处理、电子技术、虚拟仪器技术等相关学科原理与技术的著作
，体现学科交叉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适合相关专业的科研工作者和研究人员使用，亦可作为神
经内、外科的医生和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教师和研究生研究相关课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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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小波去噪技术、独立分量分析方法、神经网络以及自适应滤波器等，为视觉诱
发电位的提取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但是由于视觉诱发电位提取中的实际情况，这些方法也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
　　2.2.2基于谱分析的视觉诱发电位测量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间采用较多的方法是以各种滤波
法结合自发脑电（EEG）的AR或ARMA模型，然后通过滤波等手段提取诱发电位信号。
文献[23]、[24]介绍了“.AR模型”、“ARMA模型”、“Prony扩展谐波分解法”等在各类生物医学信
号处理中的应用，涉及自发脑电、诱发脑电、心电及心律变异、胃电、肌电等，处理的目的是为了更
好地提取信号相应的特征，并由此判断与这些信号相关联的器官或组织的正常与异常，从而实现临床
上的有效应用。
文献[25]采集了正常人的视觉诱发电位（VEP）与听觉诱发电位（AEP）信号，然后用一带宽为0.1
～30Hz的带通滤波器加以预处理，采样率为128Hz，采用了10阶Prony谐波分解。
　　目前，高阶累量已经在非生物医学信号处理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近年来，高阶累量与高阶累量谱在生物医学信号中的应用也逐渐增多。
文献[26]报道了将累量谱用于VEP的情况，其工作实质是研究在累量谱域上对于VEP信号的检测问题。
　　在没有或缺乏信号统计知识的情况下，可以采用自适应滤波的方法，或者在对信号和噪声的相关
函数和功率谱作出估计后，采用后验维纳滤波方法。
自适应滤波可以根据对信号估计的误差按一定的要求，通过一定的算法自动逐步调节滤波器系数，使
处理结果逐步趋于最优，且计算量少、速度快，因而既有利于实时处理，又可跟踪信号统计特性随时
间而变化的情况，因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应用于诱发电位的提取，并随着实践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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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系统阐述颅内压无创检测理论与方法的书籍。
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对推进颅内压无创检测仪器的开发和临床应用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可作为神经内、外科医生和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教师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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