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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成像与医学图像处理教程》将医学成像和医学图像处理领域的主流算法的原理介绍和具体实现
有机地进行结合，不仅给出了目前主流医学成像和图像处理算法原理的清晰介绍，而且给出了有针对
性的应用实例，并配有详尽注释的实现代码，同时《医学成像与医学图像处理教程》又并非仅仅对一
个个单一的算法做孤立的描述，而是希望站在软件工程的角度，着眼于整个软件框架的构造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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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最后，VTK和ITK均未在底层算法框架和数据结构上提供对海量数据的支持。
以VTK为例，虽然它所提供的某些算法已经具备处理海量数据的能力（由具体算法的特点所决定），
但是这种支持只是停留在个别具体算法上，并不具有普遍性和通用性；而ITK由于还是专门针对图像
处理类算法的开发包，在框架结构上并没有特别提供对海量数据的支持，虽然通过对其相关模版类进
行一定程度的扩展可以实现海量数据支持，但是这种框架结构上的扩展对普通算法研究者或使用者来
说还是存在很大困难的。
 2.1.2 MITK的设计目标 对于软件设计，尤其是特定领域内的复杂软件设计，必须事先有一个非常明确
的设计目标。
MITK从一开始设计，就始终追求以下几个高层的设计目标。
 1.统一的风格 VTK和ITK由于历史性的原因，使用了不同的编程风格。
VTK在1998年ANSI C++标准制定之前就已经比较成型，所以使用的是传统的面向对象（Object
—Oriented）的设计和开发方法；而ITK是在1999年才开始开发的，所以运用了许多新的C++标准规定
的语言特性，以及范型编程（Generic Programming）的设计和开发方法。
这种编程风格上的不一致，给VTK+ITK的使用者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
而MITK使用统一的面向对象的设计方法，再加上一些设计模式（Design Patterns）的使用，提供了一
个统一的编程风格和整体框架。
 2.有限目标 MITK是专门面向医学影像领域的，只关注于这一特定领域内的算法，不追求大而全，只
追求少而精。
例如MITK中可视化算法只包括对规则数据场（医学影像设备得到的数据场即为此类）的支持，分割
算法的输出也只限于是一个二值数据场。
这样的设计准则简化了整个MITK，使得其保持在一个中等的规模，但同时提供了必需的功能，包括
主流的可视化、分割和配准算法的实现。
 3.跨平台性 为了使MITK能够适应不同的应用需要，系统应在总体上保持良好的跨平台性，这要求设
计者一方面要尽可能使用标准的ANSI C++来编写代码，避免使用与平台相关的函数；另一方面要充分
运用面向对象技术对平台相关的底层细节进行必要的抽象、封装。
目前采用封装技术实现跨平台的部分主要有可视化中与窗口系统打交道的部分和对于多线程的支持。
 有时出于对前沿方法的探索，有必要根据特定平台的特性进行优化，造成系统的某些部分暂时无法实
现跨平台，但这并不会破坏系统整体的跨平台性。
目前最新的MITK已经采用多模块设计，只要将依赖于特定平台的功能置于相对独立的模块当中即可
将这种对于特定平台的依赖性局部化而不影响其他模块。
 出于在各种不同编译器下自动编译的需要，我们引入的Kitware公司开发的CMake工具进行工程组织。
该工具可以自动为不同的编译环境生成Project File或Makefile。
这样，使得MITK的多数模块可以适应Windows和Linux环境下的多种编译器。
Windows下包括Microsoft Visual C++和MinGW（Minimalist GNU for Windows）等，Linux下主要是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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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成像与医学图像处理教程》不仅可以看成是一本详尽介绍医学成像和医学图像处理领域的经典
算法的教科书，又可以看作一本实用的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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