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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虚拟人体数据获取的现状和对策

钟世镇袁原 林渊第一军医大学临床解剖学研究所袁广东 广州 510515冤

摘要院数字化虚拟人的研究方兴未艾袁任重道远遥完整的数字化虚拟人的宏伟研究规划中袁应包括野虚拟可视人冶尧野虚拟

物理人冶尧野虚拟生理人冶和野虚拟智能人冶4 部分内容遥在这个研究领域中袁首先要解决的是人体数据的获取遥目前袁国内

外先后已经报道了 9 个人体数据集遥本文就这些数据集的现状进行了评析袁重点揭示了这些数据集存在的不足和有待

改进之处遥本文还结合中国数字化虚拟人研究具体情况袁提出了今后人体数据获取的对策性建议院渊1冤人体数据集的构

建必须坚持野质量第一冶袁要特别注重质量袁而不是数量和速度曰渊2冤数据集要符合信息技术需求袁要加强对组织器官的特

异性标识曰渊3冤数据集要注重发展的前景袁应有明确的应用针对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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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problems in the data acquisition of digitized virtual human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ZHONGShi-zhen,YUANLin
InstituteofClinicalAnatomy,FirstMilitary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515,China

Abstract: Asarelativelynewfieldofmedicalscienceresearchthathasattractedtheattentionfromworldwideresearchers,
studyofdigitizedvirtualhumanstillawaitslong-termdedicatedeffortforitsfulldevelopment. Inthefullarrayofresearch
projectsoftheintegratedVirtualChineseHumanproject,virtualvisiblehuman,virtualphysicalhuman,virtualphysiome,and
intellectualizedvirtualhumanmustbeincludedasthefouressentialconstitutionalopponents.Theprimaryimportanceshould
begiventosolvingtheproblemsconcerningthedataacquisitionforthedatasetofthisimmenseproject. Currently9virtual
humandatasetshavebeenestablishedworldwide, which aresubjectedtocriticalanalysesinthepaperwithspecialattention
giventotheproblemsinthedatastorageandthetechniquesemployed,forinstance,inthesedatasets.Onthebasisofcurrent
researchstatusofVirtualChineseHumanproject, theauthorsproposesomecountermeasuresforsolvingtheproblemsinthe
dataacquisitionforthedataset,whichinclude(1)givingtheprioritytothequalitycontrolinsteadofmerelyracingforquantity
andspeed,and(2)improvingthesettingupofthemarkersspecificforthetissuesandorganstomeettherequirementfrominfor-
mationtechnology,(3)withalsoattentiontothedevelopmentpotentialofthedatasetwhichshouldhaveexplicitpertinenceto
specificactualapplications.
Key words: digitizedvirtualhuman;visiblehumanproject;VirtualChineseHuman;modelofhumanbody

2001 年冬第174 次香山科学会议揭开了我国数

字化虚拟人体研究的序幕遥在野数字化虚拟人冶研究的

宏伟蓝图中袁包含了需要逐步解决的野虚拟可视人冶尧
野虚拟物理人冶尧野虚拟生理人冶和野虚拟智能人冶等内

容袁但首先要解决的是人体数据的获取遥因为袁必须将

人体结构加以数字化袁才有可能在电脑屏幕上进一步

虚拟人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活动遥人体数据获取这个

起步性任务袁主要由医学院校的人体解剖学者承担遥
现将国内外人体数据获取有关状况加以介绍袁并提出

对策性建议遥

1 国外人体数据获取简况

1.1 美国和韩国的数据集

美国 Colorado 大学执行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

渊NLM冤提出的可视人计划 渊visible humanproject袁
VHP冤袁于 1994 年和 1995 年获得了一男一女两组包

专家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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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已报道人体数据集的主要参数

Tab.1 Main parametersof the datasets of the virtual
human projects completed worldwide

Region Gender Time
Thickness

(mm) No.
Filesize

(GB)

USA male 1994.11 1.00 1878 13.0

USA female 1995.11 0.33 5189 43.0

China(ShangHai) male 2000.12 1.70 1058 10.0

Korea male 2001.08 0.20 8590 154.0

China(ShangHai) female 2002.04 0.57 3022 30.0

China(Chongqing) male 2002.10 0.1-1.0 2518 90.7

China(Guangzhou) female 2003.02 0.20 8556 149.7

China(Chongqing) female 2003.02 0.1-1.0 3640 130.0

China(Guangzhou) male 2003.05 0.20 9232 161.6

括 CT尧MRI 和切片图像数据集咱1暂遥由于 CT 和 MRI 受

到断面精度和灰色成像的限制袁后续向野虚拟人冶发展

的基础框架则以切片图像数据集为主遥这套由 VHP
在国际上发行并为广泛应用的 VHP 切片图像数据

集袁男性切片间距为 1.0mm袁共有 1 878 个横断面曰
女性切片间距为 0.33mm袁共有 5190 个横断面遥

继美国 VHP 之后袁韩国亚洲大学医学院在韩国

科技信息研究院的资助下袁提出一个野可视韩国人计

划冶渊visibleKoreanhuman袁VKH冤袁于 2001 年报道了

1 例男性尸体的切片工作袁其切片间距为 0.2mm袁共

有 8590 个断面咱2暂遥
1.2 国外数据集对我们的启示

野他山之石袁可以攻玉冶遥我国在野数字化虚拟人冶
这个研究领域袁起步较晚袁应该汲取国外的经验和教

训袁师其长处袁避其短处袁少走弯路袁有一个较高的起

点遥因此袁重要的是能寻找出前人存在的缺点和不足

之处袁又能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的措施袁才能有所

发现袁有所前进遥纵观美韩两国的切片数据集袁确实给

虚拟人体的构建提供了较精密的框架袁表现在对人体

骨骼尧肌肉尧中枢神经和某些器官的构建上袁提供了便

于配准和分割的资料遥但是袁上述数据集也还存在许

多不尽人意的问题袁例如血管系统未加特殊处理袁动

脉与静脉的色调一样袁难于鉴别区分曰标本选材的典

型代表性不佳袁或失之过胖袁或失之过瘦袁距离健康人

群的体质常数过远渊如死于慢性消耗性疾病者冤曰女性

标本的选材年龄偏高袁显示女性特征的内生殖器官已

退化萎缩曰美国的标本先锯截为 4 段分别加工袁造成

锯切口的大量数据丢失曰标本采取卧式处理和切削加

工袁背部留有不正常的明显压痕曰早期的数据集切削

精度不够袁有待提高曰冷库保存与切削加工地点分置

两地袁既影响加工效率袁又影响数据集的精确度遥此

外袁在防震机房的修建尧机床的改装尧刀具的选用尧标

志杆设定尧分辨率比对尧色彩对照尧采光照明尧摄影设

备尧图像记录尧数据储存等一系列环节上袁既有许多可

以参考借鉴的经验袁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教训曰更重

要的是袁若能开动思维的机器袁多问几个为什么钥确实

还有不少可以精益求精尧有待改进之处遥

2 我国人体数据获取现状

中国人体数据集的构建对启动野中国数字化虚拟

人冶研究工作有重大意义遥因为国外的人体模型存在

明显的人种差异袁不能替代中华民族的体质特征遥拥

有 13 亿人口的大国袁不能没有本国的人体数据集遥我

国在人体连续断面切片建模方面做了大量实践性探

索遥近年来袁在上海尧重庆尧广州 3 地已有 6 个数据集

见诸报道咱3~7暂遥总的发展趋势良好袁主要表现为院早期

报道的数据集在技术尧精度上都各有欠缺袁而近期构

建的数据集不断有所提高遥特别是我校代表广州地区

所报道的男女各一的两个数据集袁针对上述国外数据

集中所存在的问题袁已经有所改进和完善咱8~12暂袁在总体

的质量水平上有较大的提高袁在国内外现已报道的数

据集中袁能跻身于先进行列遥表 1 为已报道人体数据

集的主要参数渊报道时间为序冤遥

3 对人体数据获取的对策和建议

3.1 数据集构建必须坚持野质量第一冶
人体切片数据集的构建是为后续的信息技术专

家们提供优良的精确框架袁要特别注重质量而不是数

量和速度遥我国在这个领域起步较晚袁更应重视质量

指标袁应该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袁潜心思考袁寻找出

以往科研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袁又能针对这

些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袁以质量取胜袁才有可能后来居

上袁青胜于蓝遥
3.2 数据集构建要符合信息技术需求

数据集的获取应为图像处理方法学和虚拟现实

技术提供良好的条件遥已报道的数据集袁对不同性质

的结构缺乏特异性的识别标志袁影响进一步的区分遥
为此袁在数据获取时要在标志点尧分辨率尧对比度尧灰

度值尧颜色值等方面精益求精袁为后续的图像配准和

分割技术做好准备遥
3.3 数据集构建要注重应用发展前景

数据集的获取应有明确的针对性袁要考虑到电脑

屏幕上显示的尧可以调控的虚拟人体形象袁要符合应

用发展的需求遥例如在医学上袁应能解决医学教育或

临床的科学问题曰国防上应能解决不能用真人进行的

损害性实验研究曰航天航空上应能替代宇航员做特殊

环境下的安全防护测试曰体育运动上应能模拟高难度

的竞技训练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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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待解决的科学难题

在野中国数字化虚拟人冶的研究中袁任重道远袁还

有很多重大的科学问题有待解决遥关键性的环节是袁
信息技术专家要把生命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计算

机程序袁实现人的虚拟遥根据信息科学部门的反馈性

意见袁目前所构建的数据集还有许多不便于图像识别

处理的结构袁例如在医学上有重大意义的周围神经系

统尧淋巴系统等遥解决这些科学难题的途径院一方面请

其他科技部门在后续阶段识别上加以突破袁如生物化

学尧光电子学尧超声技术等曰另一方面袁在人体数据获

取阶段袁对不便识别的系统赋予带有特异性的标示物

质遥
3.5 对后续研究工作的建议

现在很多新闻媒体提出一个问题袁是不是将人体

材料切削得越薄越好钥从理论上说袁似乎是肯定的袁因

为切片间距的精度越高袁将来赋加到这个框架上的信

息参数就越精细袁能表达的信息量就越大遥但是袁作为

发展前景侧重于解决实际应用的虚拟人体项目袁一定

要考虑形成配套实用的针对性遥其实袁以机械切削加

工的科技力量来说袁我国已研制有纳米级切削机械袁
但当前若用于虚拟人数据库的建模袁却无可行性遥因

为切削的精度越高袁图像采集的数据存储量越大袁要

配备的计算机等级就越高遥我们目前已完成的 0.2mm
断 面 间 距 的 两 个 数 据 集 的 电 脑 存 储 量 已 高 达

150~162GB袁在一般PC 电脑上就不容易运转了遥如

果切得再薄一些袁那么后续的开发应用范畴袁只能在

很少数拥有海量存储和超高速运算计算机的单位才

有可能运转遥如果科研成果无法普及推广袁就失去了

实用价值遥今后袁在整个人体切削间距精度提高方面袁
可能不是最主要的指标袁但在小局部和小器官尧体积

较小尧精度要求较高的部位袁仍有更薄的切削要求遥数

字化虚拟人体属于应用理论性范畴袁研究成果不应搁

置在理论性的深宫大院袁应使较多的医院和院校都有

可能开发应用袁才能发挥良好的效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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