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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结合医学影像技术的最新发展，从现代医学成像原理及系统演化出发，介绍了医学影像的一个新
方向和新趋势——仿真影像学，内容涉及医学影像在临床中的应用以及仿真影像学的主要技术组成，
其中包含了作者自己的研究成果。
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综述了现代医学成像系统的发展；第二章介绍了三维图像重建与建模的理论、
方法和应用；第三章阐述了三维图像的分析与测量；第四章介绍了多模式图像数据配准的理论；第五
章论述了三维图像的显示；第六章介绍了各种虚拟现实技术以及仿真影像的实现。
    本书内容丰富，可供从事医学影像研究和临床应用方面的研究人员、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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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概论：1.1 前言：传统的生物学与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活体结构的观察及其各种特性（如其
功能）的测量的基础之上，这些观测通常又是以图像的形式记录下来。
从显微镜的发明到X射线的发现，医学临床与研究人员大量地使用图像进行诊断和辅助治疗，运用图
像来更好地理解一些生理的与生物的基本性质。
生物医学影像的价值与其成像对象、医学临床与研究的兴趣与目的及其用途等紧密相关。
在生物科学中，研究人员利用可视化技术研究解剖组织结构与生物功能之间的关系；在医学临床实践
中，临床人员采用可视化技术来检测和治疗影响或有损于正常生命进程的疾病或损伤。
传统意义上的可视化通常是通过外科手术或活检等手段进行直接观测，或通过某种额外的心理上的重
建过程来完成的间接的观测。
在近20多年中，随着各种新的医学成像技术的临床应用，医学诊断和治疗技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在过去的30年中，医学成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分别出现的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
成像（computerassistedtom0一graphy，X-CT）和磁共振成像（magneticresonanceimaging，MRI）等成像
技术，为真正的三维医学图像提供了数据源，解决了二维图像所包含的信息不能对治疗做出准确诊断
和定量规划的问题。
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计算能力的大幅度提高，为多维生物医学体积数据的重建和绘制提供了有效
快捷的手段。
尽管在获取图像的分辨率、系统的自动分析和临床应用方面还有许多不足，但不论在分析和显示方海
还是在处理、存储和计算机通信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三维甚至四维医学成像模式为医学诊断、治
疗和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功能强大的手段和技术。
目前，各种影像和信号提供了大量与诊断和治疗相关的信息，然而对这些信息有效运用和组织的手段
却远远不足，加上现代医学已逐渐集中于“感官一决策一行动”模式，仿真影像学给现代医学的诊断
和治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其盲目性。
因此，相关的实用系统正在不断地出现，如虚拟内窥镜、计算机影像引导手术和治疗系统等；同时，
各种新方法研究和系统开发也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如触觉等感知仿真、组织建模尤其是动态软组
织建模、各种手术或教学仿真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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