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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影像诊断在临床诊断、治疗的过程中，无论是疾病的确定性诊断，还是病变的排他性诊断，它的作用
举足轻重。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影像技术不仅为显示病变发生、发展的蛛丝马迹提供了丰富信息，更为解
读影像的科学内涵带来严峻的挑战。
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
影像诊断学源于大体病理学，随着病理学研究的发展，必将而且已经为影像医学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
机遇和可能。
但是，医学影像诊断毕竟不同于病理诊断。
病理诊断的基础是细胞病理学，影像诊断则以形态学变化为基础。
但细胞的病理变化必然引起组织或器官的形态学的变化，即组织结构的变化，而组织结构的变化是影
像诊断的基础。
因此，医学影像不仅仅是大体病理学的“克隆”，它所显示的影像病理信息更能直观表达疾病的“动
态变化”过程及其规律和特征。
深刻认识和理解这种“变化”的寓意，既是对大体病理学的补充和完善，也将为从病理与临床相结合
及微观变化与宏观形态特征相结合的角度，深化认识病变的客观变化规律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顾名思义，“影像诊断病理学”即是以病变组织结构作为病理学和影像学之间的结合点，从影像学的
视角对病理学进行再学习，再认识，以期将影像表现与人体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病理生理学以及临
床医学比较顺畅地衔接并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为影像诊断提供可视和可辨别的病理基础，达到对
影像变化的认识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和对疾病的准确“定位、定性、定因”的诊断
目的。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十五章，基本涵盖全身主要系统的常见病和部分少见但却危害严重的疾病。
上篇介绍了影像成像基本原理和基础病理知识，其中以组织结构病理学为重点，重在认识影像成像的
病理基础。
下篇介绍了疾病的影像诊断，其中以影像诊断病理基础为重点，重在以“理”说“影”；不仅是认“
影”，更重在识“理”，不仅就“个案”做出正确诊断，更重在影像诊断思维方式的培养。
鉴于编著者知识面不宽、业务水平不高，每位作者写作风格也有所差异，加之时间比较仓促，缺点、
错误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值本书即将付梓之际，首先感谢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领导的大力支持；感谢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
会的关心；感谢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的多方帮助和指导；感谢郭佑民教授、彭勇副教授、张劲松副教
授、王新疆副主任医师、杨向新副主任医师的无私帮助。
正是同道们的鼓励和期待，本书才最终得以完成，我们六年前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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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十五章，基本涵盖全身主要系统的常见病和部分少见但却危害严重的疾病。
上篇介绍了影像成像基本原理和基础病理知识，其中以组织结构病理学为重点，重在认识影像成像的
病理基础。
下篇介绍了疾病的影像诊断，其中以影像诊断病理基础为重点，重在以“理”说“影”；不仅是认“
影”，更重在识“理”，不仅就“个案”做出正确诊断，更重在影像诊断思维方式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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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经国，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临床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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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方向：肺及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像诊断病理学>>

书籍目录

上篇 基础篇　第一章 X线成像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X线的基本特性　　第二节 X线成像的基本原理
　　第三节 X线成像的图像特点及病理基础　第二章 CT成像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CT成像的基本原
理　　　一、CT图像的基本概念　　　二、CT图像的影响因素　　第二节 CT检查技术及图像重建方
法　　第三节 CT图像的特点及病理基础　第三章 磁共振成像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磁共振成像的基
本原理　　　一、原子核的磁性　　　二、原子核磁共振现象的产生　　　三、弛豫过程　　　四、
磁共振信号的产生和采集　　　五、梯度磁场　　　六、图像重建　　第二节 磁共振成像的基本脉冲
序列　　　一、脉冲序列的基本概念　　　二、自旋回波序列　　　三、翻转恢复序列　　　四、梯
度回波序列　　　五、平面回波成像序列　　第三节 磁共振成像的常用技术　　　一、脂肪抑制技术
　　　二、化学位移成像技术　　　三、水成像技术　　　四、血管成像技术　　　五、弥散加权成
像技术　　　六、灌注加权成像技术　　　七、磁共振波谱　　　八、磁化转移技术　　第四节 磁共
振成像的特点及病理基础　　　一、磁共振图像的特点　　　二、磁共振图像的病理基础　第四章 组
织细胞病理学　　第一节 适应　　　一、萎缩　　　二、肥大　　　三、增生　　　四、化生　　第
二节 组织、细胞损伤　　　一、变性　　　二、坏死　　　三、凋亡　　第三节 损伤修复　　　一
、再生　　　二、纤维性修复　　　三、细胞再生的分子机制　第五章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第一节
充血　　　一、动脉性充血　　　二、静脉性充血　　第二节 出血　　　一、破裂性出血　　　二、
漏出性出血　　　三、出血后继发病理改变　　　四、影像病理基础　　第三节 血管阻塞与组织梗死
　　　一、血栓形成　　　二、栓塞　　　三、梗死⋯⋯　第六章　炎症　第七章　肿瘤下篇　诊断
篇　第八章　颅内疾病　第九章　脊髓疾病　第十章　呼吸系统疾病　第十一章　心脏和大血管疾病
　第十二章　消化系统疾病　第十三章　泌尿系统疾病　第十四章　生殖系统及乳腺疾病　第十五章
　骨关节系统疾病参考文献附录　彩色病理图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像诊断病理学>>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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