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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相对封闭 Linux 系统配置开源医学影像存储系统

用于介入手术室数据库管理

徐 强， 高 鹏， 鲁 刚， 葛 亮， 狄若愚， 蒋业清， 张晓龙

【摘要】 目的 将群晖

dsm

系统配置开源

pacs

系统及三维重建工作站对

dsa

手术室数据进行存储

并调取及后处理，并对术前术后及随访患者的影像学资料进行复合多融合的三维重建。 方法 搭建开源

dicom

服务器， 并配置

dsa

主机三维工作站， 使

dicom

数据可便捷上传及下载回

dsa

主机或

dicom

浏览

器，从而进一步进行病情的术前术后随访之比较，亦可在

dicom

浏览器上进行三维重建以观察病灶。结果

通过设置好的

pacs

系统和

dsa

机器的连接，可以方便快速地备份及读取资料，便于对患者进行术前术后

或随访病例进行比较及制定更优的手术方案。结论 该系统在

dsa

数据的保存和读取上便捷有效，使

dsa

资料得以妥善保存并可与术前术后直观对比，有助于数字化管理患者资料并进行进一步研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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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ore and collect the data from DSA operating room data in the open source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

PACS

）

and 3D reconstruction workstation

，

and to perform multi蛳

fusion three蛳dimensional

（

3D

）

reconstruction of patient's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imaging data. Methods

An open source 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

（

DICOM

）

server was set up and the DSA

host 3D workstation was configured

，

so that DICOM data could be easily uploaded and downloaded back to

the DSA host or DICOM browser and further comparison of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follow蛳 up of the

disease could be carried out

，

and 3D reconstruction could also be performed on the DICOM browser to

demonstrate the lesions. Results By setting up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ACS system and DSA machine

，

it

was convenient and quick to save and read the data

，

so that it became easy to compare patient's

preoperative

，

postoperative and follow蛳 up findings as well as to formulate a better surgical plan. Conclusion

This system is convenient and effective in saving and reading DSA data

，

so that DSA data can be properly

preserved and the postoperative imaging manifestations can be visually compared with the preoperative

findings

，

which is helpful for digital management of patient's data and for utilization of further researches.

（

Ｊ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 Ｒａｄｉｏｌ

，

２０１9

，

２8

：

490鄄49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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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DCM4CHEE

服务器端需添加专用数据库端口；

②

通过

echo

测试网络通畅

图

3

在

DCM4CHEE

服务器端需添加专用数据库端口并

测试通畅

①

安装

java7

运行环境；

②

安装

mariadb

数据库；

③

安装

PACS

软件

图

2

安装

java

运行环境 ；

MariaDB

数据库管理软件及

DCM4CHEE

开源

PACS

系统

①

设置

DS918+

的

ip

地址掩码及

dns

；

②

测试网络可

ping

通

图

1

设置服务器网络并测试网络通畅

传统介入手术室的影像学资料分为数种方式

存储：

①

主机存储，各品牌的存储容量不一，但是主

要是以存储的图像数量为标准，如常用的数字减影

血管造影（

DSA

）主机仅允许保存

25 000

幅的图像，

而有些复杂病变单个患者就能达到上万的图像量，

主机存储相当有限。

②pacs

存储，众所周知，院级医

学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

PACS

）系统是针对于放射

科全部资料及其他影像部门的

［

1

］

，它的保存分为在

线存储及离线存储两部分，一般能及时调取的资料

大约在

3

年间，离线存储大约在十年，且如此海量

的数据存储

［

2

］

， 往往采取了医学数字成像和通信

（

DICOM

）数据压缩的方式存储，非介入手术室专用，

需调取数据费时费力，且压缩数据取回也丢失信息

和清晰度，无法再次进行三维重建。

③

光盘刻录，光

盘刻录的保存和介质寿命难以保证。

④

硬盘导出，

同样面临封闭的系统导出数据的困难和病毒侵害，

及移动硬盘寿命不确定等危险因素。 介入手术室作

为一个涉及诊断和治疗为一体的部门，对于资料的

保存有更严格的需求，往往

1

例患者的病程达到数

年或数十年而数据量大到数

GB

到数十

GB

，且诊疗

过程中三维的处理数据对于病情的进展和治疗有

重要的意义，于是如何快速长期妥善保存和调取这

些重要资料成为了一项值得关注的事情

［

3

］

。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仪器

Siemens AXIOM Artis Zeego

；

SyngoXWP

VB13F syngo VE32A

工作站；

Synology DS918+

。

1.1.2

软件

Synology DSM6.1

及

DCM4CHEE

开源

pacs

系统。

1.2

方法

在

Synology DS918+

服务器端安装开源

PACS

系统

DCM4CHEE

。

1.2.1

物理连接 将

DS918+

服务器通过千兆网线

物理网络连接至交换机。

1.2.2

群晖服务器端设置

①

通过在同一网段同

一网关的电脑主机运行

Synology Assistant

软件，设

置

DS918+

的

ip

地址并设置掩码及

dns

，确保工作站

及

DS918+

处在同一网段同一网关下， 并可相互

ping

通（图

1

）。

②

通过设置好的

ip

地址访问

Synology

DSM6.1

系统， 并在套件中心通过依次安装

java

运

行环境；

MariaDB

数据库管理软件及

DCM4CHEE

开

源

PACS

系统（图

2

）。

1.2.3 DCM4CHEE

服务器端 需添加专用数据库

端口及设置

IP

，

AE

名等信息，

ECHO

工作站以确保

网络通畅，服务正常运行。 （图

3

）

1.2.4

主机连接 同理设置

DSA

主机与

DCM4CHEE

软件连接，确保

DSA

主机工作站与

DCM4CHEE

服

务器网络设置通畅，可正常传输患者资料。 （图

4

）

2

结果

介入造影及治疗资料导出存储过程及调取使

用举例如下：

①

在

browser

中选中患者， 并点选

“

Send to

”

-

“

DCM4CHEE

”， 数 据 即 可 传 输 至

DCM4CHEE

服务器。

②

传输结束后即可通过主机传

输任务状态或者服务器端查询患者信息是否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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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

DCM4CHEE

查询所需患者资料并导入工作站；

②

可见该患者

资料已全部导入工作站

图

7

实际操作在三维工作站调取

DCM4CHEE

服务器上

患者资料

①

在

DCM4CHEE

服务器端可查询到患者；

②

在工作站主机查询

并调取该患者资料

图

5

可以自

DCM4CHEE

服务器导入资料到工作站主机

①

颈外动脉正位造影；

②

颈外动脉侧位造影

图

6

确诊

DAVF

①

在工作站主机设置

DCM4CHEE

端口；

②

传输

dicom

资料至

DCM4CHEE

成功

图

4

工作站主机发送患者信息到

DCM4CHEE

成功

完成（图

5

）。 实践证实，通过千兆网卡及交换机，大

量的原始及三维数据可快速存储并重新调取。

③

通

过不断的患者积累保存，形成了专有的可快速读取

使用的介入数据库，可便捷使用。 同理亦可将其他

DICOM

设备接入

DCM4CHEE

数据库 ， 可丰富

PACS

数据库的数据资料，不复累述

［

4

］

。

典型应用：患者男性

36

岁认知功能障碍，血管

造影发现颅内硬脑膜动静脉瘘（图

6

）。

首次造影时间为

2017

年

12

月

8

日，

1

周后行

ONYX

栓塞术，患者症状显著改善，造影及治疗中皆

超选择责任血管并进行多次旋转造影，通过双重建

等方式，评估术前术后颅内血流状态并制定诊疗计

划， 因病情复杂及颅内动静脉重新建构的需要，患

者数年间多次治疗，主机中的数据早已被覆盖及其

他存储手段皆不堪用，于是可从搭建的专用

PACS

服务器中，调取患者多次造影及治疗的数据

［

5

］

。

优点是：

①

通过

SyngoXWP VB13F syngo VE32A

工作站 ， 通过患者姓名或者其他信息 ， 选取

“

DCM4CHEE

” 服务器 ， 查询到患者信息后选择

“

import

” （图

7

）

［

6

］

。

②

等待系统提示导入完成，我们

在

browsers

中即可看到该患者数年间的多次造影及

治疗资料。

③

将患者众多造影或序列重新打开，即

可重新进行阅片

［

7

］

。

从

DCM4CHEE

取回的普通造影序列可进行减

影或非减影，可相互比较液态栓塞材料及血管的相

互关系。 除了普通造影序列可进行减影或非减影，

通过

DCM4CHEE

服务器取回的数据也可以重新对

采集的旋转数据进行三维重建

［

8

］

。 （图

8

）。 而在传统

方式里，主机存储

1

、

2

年前的资料早已删除，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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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

pacs

取回的压缩数据，已无法进行三维重建；

②

压缩数据无法

进行减影观察

图

9

传统方式取回的压缩数据已无法进行再次后处理

观察

①②

通过对取回序列减影和非减影的对比显示，可以看到多次治疗留下的液态栓塞材料和枕动脉的相互关系；

③④

使用从

DCM4CHEE

服务

器取回的数据，重新进行三维重建，可进行栓塞材料和供血动脉的双重建

图

8

将该患者信息重新取回，可以重新进行减影非减影观察及三维重建

pacs

调取下来的图像经过有损压缩，已无法进行三

维重建，亦无法进行非减影阅片

［

9

］

（图

9

）。

3

讨论

通过介入手术室专用

PACS

数据库的建设，可

以摒除传统

PACS

及其他存储手段的缺点， 并且达

到快速存取查询管理

DICOM

数据的目的

［

10

］

。

而选择在

Synology

的

DSM

这个相对封闭的定制

linux

系统配置开源

pacs

系统，而不是利用

windows

系统或者

ubuntu

等较普遍的系统，主要考虑点是全

天候

365d24h

不间断运行，因此对系统的稳定性需

求很高，而院内局域网绝大部分电脑属于

windows

系统， 避免使用

windows

系统可以在先天上提高对

局域网病毒的抵御提高安全性， 而其他

linux

系统

的开源

PACS

系统， 配置又过于繁琐且系统稳定性

不足，故使用在在线存储上浸淫已久的

Synology

服

务器作为基础，在其上安装运行

MariaDB

数据库管

理软件及

java

运行环境以及布置开源

DCM4CHEE

系统是具有优势的

［

11

］

，它运行稳定便于管理，经过

一段时间在介入手术室实际运用中，我们可以非常

方便地上传下载资料，轻松管理数以

TB

计的海量

数据并实时读取，大大扩充了各种三维后处理工作

站的数据保存量，方便了资料的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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