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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王骏教授将《医学影像技术>交给我，让我给写个序，在翻看这100多万字的书
稿后，我感到它是一部全面系统地介绍医学影像技术的书籍，内容几乎包括了医学影像技术的所有领
域，是部优秀的医学影像技术类参考书，便欣然答应了他为本书作序的要求。
20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瞬间，但刚过去的20年却是医学影像技术迅速膨胀的20年，是数字化在
医学影像范畴大发展的20年。
这20年我们目睹了太多变革，我们见证了医学影像技术的进步和发展。
1895年伦琴发现X射线．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发了计算机X线摄影技术。
此后，直接数字化X线成像系统通过平板或数字化探测器，将X线影像直接转化为数字化信号输入计算
机，并由计算机将该影像还原在显示器上，由医生观察显示器而无需拍片。
文字和图像可以存储和交流，并通过网络进行传输。
近年发展起来的图像引导手术导航系统是医学影像技术取得的重大进展。
利用图像引导技术可显示出器官的内部构造，便于脑部肿瘤、动脉肿瘤和其他缺陷的诊疗，增强了诊
断和治疗之间的联系。
用图像引导可缩小外科计划和实施两者之间的差距，结合先进的示踪技术，可在数字化的图像上测出
外科器械的精确位置，使医生能观察到内窥镜或激光纤维之类的器械在体内的部位。
另外，图像引导还拓展了介入性外科的应用范围，可在X线的引导下施行阑尾切除和其他外科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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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分对比剂、传统X线摄影、数字X线摄影、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图像显示与记录、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辅助诊断、图像存档与通信系统、医学影像质量管理与成
像防护、医学影像技术的临床应用等11篇，全面、细致地阐述了每一项检查的操作技能和方法；同时
也介绍了相应的适应证及有关注意事项，基本上涵盖了医学影像技术的所有领域。
本书可供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学生及临床各科医生参考，也能帮助和指导专业人员提高检查质量和解决
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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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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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对比剂不良反应第五节 X线对比剂的评价第二章 磁共振成像对比剂第一节 概述第二节 MRI对比剂的
分类及其性能第三节 MRI对比剂的增强机制第四节 MRI对比剂的不良反应第五节 含钆对比剂与肾源性
系统性纤维化第六节 MRI对比剂的评价第二篇 传统X线摄影第三章 X线成像理论第一节 X线的产生及
其特性第二节 X线影像的形成及影响因素第四章 传统X线机结构第一节 X线机第二节 X线管与高压发
生器第三节 X线自动曝光控时系统第五章 传统X线摄影技术第一节 X线摄影条件第二节 X线摄影基本
知识第六章 X线特殊摄影技术第一节 高干伏摄影第二节 放大摄影第三节 体层摄影第四节 口腔曲面全
景体层摄影第五节 眼球异物定位第三篇 数字X线摄影第七章 数字X线成像基础第八章 计算机X线摄影
成像技术第九章 数字化X线摄影成像技术第四篇 计算机断层扫描第十章 CT概述第一节 CT的产生与发
展第二节 CT基本结构第三节 CT成像原理第四节 CT的评价第十一章 螺旋CT第一节 基本结构第二节 
成像原理第十二章 多排探测器CT扫描机第一节 基本结构第二节 成像原理第三节 多排探测器CT的优
势第十三章 电子束CT第一节 基本构造第二节 成像原理第三节 扫描方式第四节 适应证第五节 多排探
测器CT与电子束CT的比较第十四章 双源CT第一节 双源CT的基本结构第二节 双源CT成像原理第三节 
双源CT的优势第十五章 CT扫描技术第一节 CT扫描技术的基本概念和术语第二节 扫描方式第三节 CT
应用概述第五篇 磁共振成像第十六章 MRI概述第十七章 MRI基本原理第十八章 MRI设备的结构第十九
章 MRI脉冲序列第二十章 MR特殊成像技术第二十一章 MRI应用特点第六篇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及介入
影像学第二十二章 DSA概述第二十三章 DSA结构第二十四章 DSA成像原理第二十五章 CT介入与放射
治疗计划第二十六章 MR介入成像第七篇 图像显示与记录第二十七章 医用X线照片冲洗技术第二十八
章 激光打印技术第二十九章 光盘刻录技术第三十章 医用显示器第八篇 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辅助诊断第
三十一章 数字图像处理第三十二章 三维重组技术第三十三章 图像处理的临床应用第三十四章 计算机
辅助检测第九篇 图像存档与传输系统第三十五章 PACS的产生与发展第三十六章 PACS的分类与结构第
三十七章 PACS原理及特点第三十八章 PACS临床应用评价及发展第十篇 医学影像质量管理与成像防护
第三十九章 医学影像质量管理第四十章 X线摄影质量控制第四十一章 CT凰像质量控制第四十二章 MR
图像质量控制第四十三章 DSA图像质量控制第四十四章 辐射防护及MRI的安全性第十一篇 医学影像检
查技术的临床应用第四十五章 颅脑第四十六章 头颈第四十七章 胸部第四十八章 腹部第四十九章 骨关
节第五十章 乳腺第五十一章 分子与功能成像汉英名词对照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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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X线对比剂普通X线摄影，X线CT平扫检查以及常规磁共振成像等，对组织间，特别是病灶内
、外结构的显示分辨率不足，给临床上的定位、定性、定量诊断带来困难。
因此需要引入一种物质，将其周围组织的密度或信号的差异尽可能地加大，以强烈的对比充分展示组
织结构、病灶特征及其与周围器官的毗邻关系，这种物质就叫对比剂（contrastmedia）。
对比剂引入人体后，经x线照射时，与人体组织产生明显的吸收差，使人体组织或是病灶结构显示得
更为清晰，这种对比剂就是X线对比剂。
第一节 概述一、X线对比剂的条件X线对比剂与人体组织产生吸收差；无毒、刺激性小，在嗅觉、视
觉、味觉上无特别感受；在检查时间内，受检器官内对比剂的蓄积有充分的浓度；检查完毕能迅速排
出体外；理化性能稳定，久贮不变质；使用方便，成本低廉。
二、X线对比剂的分类X线对比剂通常分为阴性对比剂与阳性对比剂两大类。
阴性对比剂：与软组织相比，X线衰减系数小的对比剂，称为阴性对比剂，其特点是密度低、原子序
数低、比重小、吸收X线少（如空气、氧气、二氧化碳、氮气等），在X线照片上显示为低密度或黑色
影像。
阳性对比剂：与软组织相比，X线衰减系数大的对比剂，称为阳性对比剂，其特点是密度高、原子序
数高、比重大、吸收X线多（如硫酸钡、碘剂），在x线照片上显示为高密度或白色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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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20年来，医学影像技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CT、DSA、介入影像学、激光相机、数字成像、网络系
统、图像融合、分子影像，赢到当今的平板探测器、320层螺旋CT、3源CT、lIT磁共振，让人目不暇
接。
传统意义上的放射技术，已发展成为集化学、机械、微电子、计算机、信息学于一身的医学影像技术
学。
这20年，是影像人日夜兼程的20年，他们以多维的视野和崭新的缸识结构，准确快速地获取信息，完
善、扩大了自己的知识面。
如果我们还是以传统模式施教，已经难以面对当今医学的发展。
为此，我们必须对医学影像技术的内容进行有效重组。
这不仅仅是时代的需要，更是我们影像人的责任！
2008年初，当我们把编写《医学影像技术>的思路告诉医学影像技术界的专家时，得到了他们的积极
响应。
为此，专家们主动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到江苏镇江参加编委会，为本书的编写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在编写过程中，我国医学影像技术界的常青树蕾厚德教授对我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他那敏锐的思
维、独特的见地，体现在本书的各章各节中。
中华医学会影像技术分会顾问、全军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吴泽新教授在百忙之中多
次打电话询问该书的进程，亲自为本书作序并审稿，给予了我们莫大的精神支持。
江苏大学出版社的各级领导对该书的出版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一句话，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向上攀登！
在此，我们谨代表全体编委对给予本书无私奉献的人们表示由衷的敬意！
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医学影像技术发展为主线，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成像技术，力争使本书
更科学、更完善、更适应临床医学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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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影像技术》可供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学生及临床各科医生参考，也能帮助和指导专业人员提高检
查质量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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