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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成像及影像处理分析技术正在推动医学诊断和治疗水平不断提高，它不但为人体组织解剖结构特
征非侵入检查和可视化的临床影像诊断分析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手段，而且已发展成为一种用于手术计
划和仿真、手术图像导引、病灶跟踪、手术评估和虚拟手术培训的技术工具。
多模态成像为临床提供了大量的解剖结构和功能信息，便于医生诊断分析，有力地提高了医疗诊断治
疗水平。
医学影像工程技术对临床诊断和治疗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影像新技术应用于临床。
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为医学影像工程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一本比较系统的、注重基本概念和基础
知识阐述的、注重医学与工程知识结合的、注重新技术与新方法融合的专业书籍。
本书力求做到概念清晰、内容新颖、深入浅出。
作者从事医学成像及影像处理分析的教学和科研十多年，授课对象既有研究生，也有本科生；既有生
物医学工程专业学生，也有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有时还需同时给不同专业的学生授课，深感难以找
到一本兼顾各专业和层次需要的书籍。
研究生倾向于关注一些关键技术和原理，本科生则需要由浅入深的基础知识介绍，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的学生需要系统地了解各种成像原理和技术，而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则关心各种影像技术的临床应用
特点。
这就决定了本书是一本专业性和综合性很强的医学影像原理与应用方面的书籍。
我们在内容选择和进行具体内容编写时，遵循了以下原则：①基本内容要明晰，基本概念要明确，基
本上每章内容都是从最基本的物理原理出发进行介绍的；②对重点的原理方法进行详细的数学推导；
③对早期技术的描述言简意赅；④对新技术、新方法的描述深入浅出；⑤突出医学与工程的结合，阐
明重要的临床应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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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成像及影像处理分析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临床诊断治疗水平的发展。
《医学影像工程学》系统地介绍了现代医学影像设备的成像物理原理、图像重建方法、系统基本结构
、影像特征分析、临床应用特点、影像质量控制以及影像数据的传输存档和后续处理分析，并对目前
的医学影像新技术和新方法.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本书可作为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临床医学专业和医学影像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七年制医科学
生的课程学习和教学参考书。
《医学影像工程学》注重医学与工程的结合，对从事影像医学的相关研究人员和医疗技术人员也有重
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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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交互式的图像分析需要大量的图像应用系统软件支持，多种功能的图像应用软件支持3D图像导
航、可视化显示及人机交互。
还包括支持在灰阶图像上灵活地勾画出目标的轮廓交互式绘图功能。
所有这些功能需求对医学图像分析的软件工具提出了很高的技术要求。
即便具备了必要的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设施，在3D图像中人工勾勒出组织的轮廓特征也是非常乏味和
耗时的，因而在临床影像分析应用中并不具有很好的可行性。
此外，人工交互影像分析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它依赖于观察者的主观感觉和判断。
不同观察者和同一观察者不同时间段进行人工影像分析，其测量值不可避免存在差异。
计算机交互式图像分析在解剖组织器官轮廓特征勾画方面要求具有丰富的临床影像诊断经验的放射科
医生来完成，根据专家的知识来提高测量的精度。
计算机医学影像自动分析方法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克服交互式人工影像分析存在的主观性这一缺陷。
目前，已经开发出具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的全自动影像分析方法。
在图像分割方面，分割算法能很好地在人脑MR图像上分割出脑白质、脑灰质和脑脊液。
开发了实用的多模态图像的配准和融合方法。
而且已有功能强大的脑功能分析系统，能完成脑功能区的准确定位和可视化显示。
在医学图像解剖轮廓特征提取分析方面，由于医学图像解剖组织拓扑复杂，组织边界模糊和不连续，
采用算法软件准确提取解剖轮廓具有挑战性，目前尚无金标准，计算机交互式影像分析仍不失为一种
比较可行的方法。
应用算法软件进行自动检测分析通常要求人工介入来校正自动算法产生的偏差。
三、计算机自动医学图像分析特点计算机图像分析已有众多的适用方法，发展非常迅速，在计算机视
觉、图像理解和计算、运动跟踪分析、模式识别和机器学习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比较合适临床应用的医学图像分析方法不是很多。
医学图像有其自身的特点。
医学图像数据和模型都相当复杂。
医学图像中组织器官拓扑复杂。
不同的人、相同的组织器官解剖形态差异明显，正常组织器官和病理组织器官差异更缺乏一定的规律
性，这给计算机自动医学图像分析带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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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影像工程学》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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