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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成像系统已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技术领域。
各种类型的医学图像不仅使医生有可能观察到体内脏器在形态学上的变化，而且有可能对脏器的功能
作出判断。
目前，医学成像系统已成为临床与医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本书主要介绍目前临床上广泛使用的各种成像系统，包括投影X射线成像、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放
射性核素成像、超声成像以及磁共振成像系统。
为了满足系统分析的需要，本书在附录A中扼要介绍了线性系统的基础知识，在附录B中介绍了计算机
断层图像重建算法的计算机仿真实验研究方法。
鉴于医学成像系统近十年来的新进展，本次再版中除了保留原版本中有关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外，
将重点放在增添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技术与新方法上。
具体增添的内容包括：（1）在第2章投影X射线成像系统中增加了数字X射线成像系统；（2）在第3
章X-CT中增加了螺旋CT、多排螺旋CT的内容；（3）在第4章放射性核素成像系统中，加强了PET的
内容；（4）在第5章超声成像系统中，增加了谐波成像、编码激励成像等内容；（5）在第6章MRI成
像系统中增加了快速成像等内容；（6）在第7章中增加了PET／CT、MRI等内容。
本书除可供高等院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用做教材外，也可供有关专业的教师及工程
技术人员阅读参考。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书的内容只包含了目前临床上最常用的成像系统，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像系统没有
在书中提及，即使是书中涉及的成像系统，所介绍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另外，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错误与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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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目前在临床上广泛使用的各种医学成像系统，包括投影X射线成像、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
放射性核素成像、超声成像以及磁共振成像系统。
    本书的特点是以线性系统的理论为基础，分析成像过程，以便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成像的机理及系统
的性能。
本书同时还提供对断层图像重建算法的实验研究指导。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或本科生用做教材，也可供有关专业的教师及工程技
术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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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发射型CT（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ECT）是放射性核素成像系统较新的发展成果。
ECT可分为单光子发射型CT（single photon ECT，SPECT）与正电子C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两类。
目前，SPECT在临床上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它是将y照相机的探测器围绕探查部位旋转，并采集相应的投影数据，然后采用与X-CT类似的重建算
法计算出放射性同位素分布的断层图像。
PET系统的数据采集原理与SPECTT完全不同。
它是根据有一类放射性同位素在衰变过程中释放正电子的物理现象来设计的。
正电子与电子相互作用发生湮灭现象后，会产生两个能量为511keV且传播方向完全相反的光子，用一
个符合检测器就可以检测出这种成对出现的y射线光子。
根据这样采集到的数据同样能重建出断层图像。
图1-1（d）是一幅人体核素断面图像。
为了将X-CT的高空间分辨率和PET系统的功能成像有效地结合起来，一种全新的称为PET／CT的系统
在20世纪初问世，并得到迅速的发展。
PET／CT把两种不同的成像模式统一在一台机架上，病人无需挪动，就能完成两种不同模式的扫描。
扫描结束后通过计算机软件可以准确地实现两种不同模式的图像融合。
这一新的多模式成像方式在肿瘤、心血管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早期诊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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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成像系统(第2版)》：研究生教学用书,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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