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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传统学科不同，作为典型边缘学科的生物医学工程各门专业课程的教材建设都还处在起步阶段
。
从“医学影像处理”类课程看，国内目前同类教材匮乏，仅有的四、五本教材还存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的明显缺陷：　　（1）内容取舍和编写存在局限。
目前已出版的几本教材内容大同小异，基本都是将电子信息学科中“数字图像处理”教材的部分例图
换为医学影像，几乎所有算法以及部分例图基本不变，这些教材很难满足生物医学工程这种交叉学科
的教学需要。
另外，部分重要内容没有在传统教材中反映出来，如断层成像的重建算法在国内外教材中都介绍得相
当简略或者根本没有提及。
　　（2）侧重理论阐述和公式推导，部分内容对本科生来说过于艰深。
目前已出版的几本教材无一例外地包含了许多的理论推导和大篇幅的公式，令学生望而生畏。
相当一部分的内容超出了本科生的知识范围，比如小波变换、神经网络、模式识别、高阶谱、数据挖
掘与融合，独立分量分析等内容，又没有给出足够的解释，很难适合本科生教学使用。
　　（3）没有实践仿真环节。
目前现有教材均不包含算法实现和实际影像的仿真分析内容，学生读完全书后不能将理论与影像处理
的实践相结合。
所学理论似懂非懂，也不知道这些内容在实际中有何用。
　　本教材编写的目标和出发点是立足于为研究型大学的高年级本科生或研究生教学使用的，希望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能将图像处理的工程算法内容与临床医学要求密切结合。
所以，本教材的编写将强调以下几点：　　（1）理论与实践并重。
本教材的突出特色是在算法理论讨论的同时，注重如何用Matlab仿真所学算法；在医学影像数据库的
配合下，对正常、多种疾病情况的医学影像进行分析仿真，既能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又能及早将
课程学习与临床应用相结合。
　　（2）内容新颖。
本教材中包含的部分内容是国内同类教材全无提及的，如C臂CT的技术进展与设计架构、Micro?CT
与Micro?PET的结构与设计，平行束、扇束、锥束图像重建算法及其仿真程序等都是首次出现在国内
教材中。
　　（3）通俗易懂，便于自学。
考虑到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学生大多数是工程背景，如何将复杂枯燥的数学推导和算法设计内容转化
为通俗易懂便于学习掌握的内容是本教材编写的一个重要挑战。
充分吸收国内外教材的编写经验，注重概念与算法的来龙去脉，设计了多个例子并给出了全部算法的
示例程序，便于学生随时练习。
　　（4）教材配套资料齐全。
配合本教材，我们已开发配套的实验指导、网络医学影像数据库和多媒体教学课件，同步发行。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电子工业出版社共同设立的“教学改革项目和教材建
设项目”资助。
全书共8章，黄力宇编写了第1章、第2章，赵静编写了第3章、第5章，第4章由张瑞轩编写，第6章由李
超编写，第7章和第8章由张园编写；黄力宇对第3章到第8章书稿进行了审读；徐磊的工作对第5章内容
的编写有很多贡献；赵静、马宏娟、薛姣对书中的全部程序逐一进行了上机验证。
景龙龙、牛洁、晋琅、黄登凤、邹佳、杜英举等参与了书稿文字录入、插图绘制、外文资料的翻译等
方面的工作；电子工业出版社陈晓莉编审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作者在此一并致谢。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相关文献，各章后所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个别直接引自文献的内容都尽量在相关位置给出标注。
作者对这些文献资源的编绘者表达深切的谢意。
　　由于这本教材属多人合作编写，写作风格可能不尽一致，加之作者们的学识有限，谬误的出现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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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不可避免的。
欢迎阅读本书的读者随时指教，以便修订再版时及时改正。
　　黄力宇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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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讨论了医学影像处理涉及的主要算法。
较为基础的有医学影像的形态学分析、滤波、增强与恢复，较为常用的包括医学影像的边缘提取与图
像分割、配准、形态学处理等，相对艰深的则包括平行束、扇束、锥束扫描图像重建，最后讨论了医
学影像专用的DICOM格式与PACS。
　　本书的特色是将理论算法与程序仿真有机结合，书中涉及的所有算法大多给出了MATLAB程序，
方便自学和上机练习；另外，本书还讨论了国内教材很少提及的C臂CT、Micro?CT、Micro?PET等内
容，特别对图像重建部分给出了仿真程序，相信同行会认知其价值所在。

本书适合用作高等学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人员的技术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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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放射性药物的体内选择性聚集机制 放射性药物研究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希望
药物进入人体后应浓聚于感兴趣组织或病灶组织，在正常组织或非感兴趣组织上几乎没有吸附，这也
是核素成像与核医学治疗的基础。
放射性药物可以利用不同的机制达成在人体内不同组织上形成不同的吸附量，这里以几个典型例子来
说明放射性药物的在活体内的选择性聚集机制。
 ①神经细胞的代谢主要消耗葡萄糖，标记葡萄糖的放射性药物参与代谢过程可以浓集进入脑组织的放
射性药物。
所以，可以通过体外对核素放射性核素聚集情况的成像间接了解大脑不同部位对葡萄糖的消耗情况，
进而实现对脑结构和脑功能的成像。
18F标记的脱氧葡萄糖（18F-FDG），作为营养物质参与代谢被心、脑细胞摄取，从而实现心肌显像和
脑显像； ②放射性碘核素形成的药物注人人体后，通过对核素聚集情况的成像，从而判定甲状腺位置
、形态、大小和甲状腺结节的功能等；心肌细胞能主动摄取与钾离子（K+）相似的正一价物质，研究
表明有些正常细胞对特殊价态的物质具有明确选择性摄取作用，利用这个原理可以实现201T1+
、99mTc-MIBl等药物的心肌显像。
这些例子说明，利用某些脏器或组织维持正常功能需要某种元素或化合物的参与这种机制，可以实现
放射性药物的在活体内的选择性聚集。
 ③抗原是一种典型的蛋白质生物大分子，某种抗原与特定抗体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化学亲和
力(affinity)，利用这种亲和关系可以实现选择性药物浓聚。
用放射性核素标记单克隆抗体或多克隆抗体作为肿瘤阳性显像剂，引入机体后能特异地与相关肿瘤抗
原结合而使肿瘤显像。
 ④人体内存在的单核巨噬细胞具有吞噬血液中外来异物的功能，这些巨噬细胞约85％分布在肝，约10
％分布在脾，约5％分布在骨髓中。
研究发现，硫的胶体(sulfur colloid)能够被巨噬细胞识别并吞噬后清除出循环系统。
将标记好的显像剂胶体颗粒经由静脉注入人体后，显像剂胶体颗粒作为机体的异物被单核巨噬细胞所
吞噬并聚集在含有巨噬细胞多的器官上。
胶体颗粒的大小显著影响其在脏器中的分布。
通常线度小于20nm的颗粒会浓聚于骨髓，处于20nm～100nm范围的颗粒多被肝细胞所吞噬，而超
过100nm的大颗粒则主要浓聚于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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