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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的主要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其授课学时和编写内容比第1版有了较大调整：
增加了第九章“核医学成像”；强化了各成像系统的图像质量相关内容，增加了医学影像成像的基本
条件等；同时吸收了近几年出现的医学影像新概念、新技术，并简化去除了部分陈旧的知识内容，如
模拟X线成像中有关X线胶片等内容。
本教材计划授课126学时，共分九章：第一章概论，介绍各种医学成像的基本原理、方法和技术；第二
章至第九章，分别介绍放射物理基础、模拟X线成像、数字X线成像、X线成像理论、CT成像、磁共振
成像、超声成像、核医学成像等内容。
本书编写力争全面、系统，既有传统X线成像理论，又有近年来出现的CR、DR、DSA、CT、MRI
、US、RNI成像原理、图像重建与图像处理及图像质量因素分析，并且简介新发展的医学影像成像技
术。
在内容编排、文字组织、图表应用等方面，努力做到概念清楚、条理分明、语言通畅、直观性强，深
入浅出，做到好懂、好读、好用，适宜于学生学习且有益于培养学生科学性思维和分析、解决问题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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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数字图像处理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
这里我们仅介绍医学中常用的数字图像处理技术。
常用的医学数字图像处理技术有：图像增强、图像运算、图像变换、图像分割及图像重建等。
1.图像增强图像增强是增强图像中某些有用信息，削弱或去除无用信息。
如：增强图像对比度、提高信噪比、强调组织边缘等。
（1）增强图像对比度：可以通过使用灰阶变换曲线修改图像原始灰阶，放大或压缩原有对比度。
常用的方法包括线性转换、非线性转换、窗口技术、7矫正、灰度反转等。
这些方法基于图像矩阵，直接按照数学方法处理像素的灰度值，因此也称之为空间域处理方法。
常用的空间域处理方法还有直方图调整和直方图均衡化。
（2）提高信噪比：可以增强影像信息，降低噪声对诊断的干扰。
图像平滑技术是常用的降噪方法，可以针对噪声灰度突变，通过邻域平均、低通滤波或平滑模板，平
滑噪声区域的像素灰度值。
邻域平均法是空间域方法，将噪声点灰度值用周围像素点灰度的平均值代替。
低通滤波法属于频率域处理方法，需要将图像进行傅立叶变换，在频率域内进行滤波处理，由于图像
噪声属于高频信息，所以对图像进行低通滤波后，变换回空间域，就会有效滤除部分噪声信息，提
高SNR。
平滑模板则是设计一个小的蒙片图像（如3×3的模板），将模板与原始图像进行卷积运算，得到的卷
积值进行阈值筛选，符合要求则替代原始像素值。
需要注意的是，图像中的组织边缘也存在灰度突变，同时在频率域中也属于高频信息，因此无论在空
间域或频率域降噪均会降低图像边缘的锐利度。
实际应用中，应兼顾考虑。
（3）锐化：强调组织边缘技术即锐化（sharpening）技术，能增强组织器官的图像轮廓，使图像中组
织边缘清晰锐利。
锐化的基本处理方式及所得图像效果与平滑正好相反。
常用方法有：高通滤波、带通滤波、伪彩色显示等。
2.图像运算  图像运算分为代数运算和几何运算。
图像代数运算是指对两幅或两幅以上的图像进行加、减、乘、除运算，处理的基本单位是像素，通过
运算改变像素灰度值，但不改变像素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
图像相加常用于多幅图像相加后平均降噪；图像相减则可以减去某些组织的影像而突出一些组织的影
像，如DSA中减去了骨、肌肉的影像而获得充盈对比剂后的血管图像；图像相减还可用于运动物体的
检测。
医学图像运算常针对一幅图像进行图像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ROI）的像素值代数计算，即ROI
的数字值计算与统计。
如对cT图像中的某一个ROI进行cT值测量，得到对应像素点或区域的CT值、CT平均值、最大（最小）
值、平均值或方差。
图像几何运算是指对图像进行缩放、平移、旋转、错切、镜像等改变像素相对位置的处理。
医学图像的几何运算也常应用于。
ROI，如：对ROI进行放大显示、镜像观察进行组织对比等。
3.图像变换图像变换是指将图像转换到频率域或其他非空间域的变换域中进行处理。
在这些变换域中往往能体现出图像在空间域中表现不出来的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可以获得更好
的图像效果。
在医学应用中，图像变换常用于医学图像重建、图像信息压缩或图像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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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影像成像理论(第2版)(供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与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用)(附光盘)》是卫生部“十一
五”规划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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