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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科技论坛研讨数字医疗影像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文章来源：上海分院 发布时间：2010-02-16 【字号： 小  中  大 】 

日前，主题为“先进数字医疗影像技术与临床应用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的东方科技论坛在上海举行。来自国内

外的专家就先进数字医疗影像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国在先进数字医疗影像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的作为、如何发

展我国医学影像信息学及其应用技术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在医学影像信息技术与理论研究方面，由于学科设置及医疗体制等问题，造成我国医学信息学/影像信息学研

究和技术发展相对落后，甚至空白。”这是匡定波、薛永祺、王威琪院士等30多位专家学者在论坛上表达的忧虑。 

他们分析原因后认为，我国数字医学和医学影像信息技术发展与临床应用及医院发展需求相脱节，使我国无从

应对数字影像技术快速发展和应用带来的挑战和问题。他们提出，我国发展先进数字医疗影像技术刻不容缓。 

会议执行主席、中科院上海技物所研究员、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放射学系客座教授张建国在题为“先进数字

医疗影像技术与临床应用现状与挑战”的主旨报告中指出，先进数字医疗器械和技术的广泛临床应用，推动了医疗

健康行业不断向数字化方向发展。 

“医学数字成像和影像信息处理技术是数字医疗技术重要的组成部分。”张建国强调，“医院数字医疗活动不

仅需要数字医疗器械和设备，而且需要构建功能强大的数字医疗信息互动平台系统。”在追求高质量医疗服务品质

与降低医疗成本的双重驱动下，对病人基于数字医疗信息的医疗诊治活动已超出一个医院范围，需要在某个区域

（或医院集团）和时间段内向病人提供连续、一致的协同医疗服务，以提高医疗诊治水平和效率，减少可能的医疗

事故，减少重复检查，节省医疗成本。 

随着先进数字医疗成像技术的应用，医学成像从获取人体器官宏观结构信息到微观分子影像功能信息（DNA及基

因功能）无所不有，而且分辨率极高，图像数据量急剧增长。近5年来，先进数字医疗成像技术，如64/128/256多排

CT（电子计算机体层成像），高场强MRI（磁共振成像），PET/CT等分子影像，已在国内外临床快速推广应用。数字

医疗影像诊断和治疗模式发生了革命性改变，如影像诊断由以往定性诊断向定量化方向转变，图像导向治疗在众多

专科（肿瘤、心血管、脑神经、胸科等）推广应用，放射影像诊断与介入治疗相融合等。新型数字医疗成像技术与

系统的另一个特点是，其产生的图像数据类型丰富、数据量极大。由此对现有影像诊断与治疗网络支撑平台系统

（如图片归档及通讯系统，PACS）在技术架构、数据流程控制、图像处理功能及显示模式、图像通信和存储等方面

带来巨大挑战。另一方面，高端X射线成像设备的过度使用，可能对病人造成进一步伤害，已在国际医学放射学界引

起极大关注。 

会议执行主席黄焕庆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和生物医学工程学系终身荣誉教授，是国际数字放射学

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介绍说，国际上计算机辅助检测及诊断（CAD）决策支持技术已逐步进入临床应用阶段，并已

证明对疾病的正确诊治决策有极大的支持作用。CAD技术大都是在通过对某种或多种采集的医疗数据（图像、曲线、

离散数据等）进行大量统计分析和模式识别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将大规模数据库信息转向知识库和专家库或

工具的工程。最早的CAD临床应用局限于在X光对乳腺癌的辅助检测中。近几年来，随着CAD在先进数字医疗影像系统

及后处理系统的应用，CAD成为数字影像诊断中增值服务的重要内容，并逐步融入数字医疗工作流程之中。 

如何使用有限的网络和存储资源处理海量医疗信息，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推动人类医疗健康水平的提高，成为

数字医疗影像研究领域有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许多专家认为，现在国际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重点，已从追求图

像分辨率逐步向面向图像内容的获取、存储、通信、检索与挖掘处理方面发展，即发展基于图像内容的图像处理技



术与应用，在医疗诊治过程中，寻找以医疗品质和效率为基准的医疗支付方案和途径，在成本可控前提下改善医疗

品质和服务效能。 

张建国介绍说，为了使昂贵的影像信息尽可能地为医疗诊治、康复评估服务带来更多的医疗价值，使得影像信

息链能够不断地延伸和持久使用，一门专门研究影像信息链的新兴学科应运而生，即医学影像信息学。而新型成像

技术带来的海量图像数据使用和传输存储、新型医疗模式和临床路径的建立、循证医学发展需求等，对构建高效、

持久、医疗增值服务功能强大的医学影像信息链带来新的挑战。 

数据表明，我国在新型数字医疗影像技术和临床应用等方面与国外相比差距很大。我国大中城市的三级医院最

近几年虽不断引进高性能的大型成像设备，但对图像数据和信息的使用仍处于被动状态，缺乏功能强大的数字医疗

影像处理平台，很多新型影像处理功能和增值服务不能发挥作用，使得新型数字影像设备价值没有充分得到利用。 

与会专家强烈呼吁有关方面应加强对我国发展先进数字医疗影像技术的支持力度，并提出要进一步提高影像技

术在临床应用效能、拓展自主创新医疗技术和产品在我国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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