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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教材在2000年11月第一次出版发行，共印刷了7次，在国内的覆盖面较大。医学影像是发展极快的
诊断技术，普及也非常快．  医学教育要适应医学实践与研究的发展，所以及时修订再版是很自然的
事。
    2004年5月卫生部临床医学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决定进行再版修订工作，聘任了第2版教材编委会及
主编、副主编。明确了修订要求，再次强调了教材编写中的“三基”、“五性”，  并应注意教材文
字的易懂性。
    新版教材内容仍按72学时的理论讲授安排，对已过时、陈旧的内容作了删除，补进了近年来影像技
术的新理论、新概念。与相关教材在内容上重叠部分作了进一步的划分，避免内容上的重复。第2版
教材较前版修订部分占20％以上。
    医学影像检查中电离辐射防护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此在第2版教材中增加辐射防护一章。全书共分九
章，后附技术名词的中英文对照及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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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X射线物理　第一节 X射线的产生　　一、X射线管　　二、X射线的产生机制　　三、X射线
的基本特性　第二节 X射线辐射场的空间分布　　一、X射线强度　　二、X射线强度的空间分布　第
三节 X射线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一、X射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系数　　二、光电效应　　三、康普顿
效应　　四、电子对效应　　五、X射线与物质的其他相互作用过程　　六、各种相互作用的相对重
要性　第四节 X射线在物质中的衰减　　一、单能X射线在物质中的衰减规律　　二、连续X射线在物
质中的衰减规律　　三、X射线的滤过　第五节 X射线在人体内的衰减　　一、人体的物质组成　　
二、混合物和化合物的质量衰减系数　　三、化合物的有效原子序数　　四、X射线在人体内的衰减
第二章 X射线影像　第一节 X射线摄影　　一、投影X射线影像的形成　　二、采集、转换、显示系统
　第二节 特殊X射线摄影　　一、软X射线摄影　　二、体层摄影　　三、X射线造影及对比剂　第三
节 X射线摄影图像质量评价　　一、评价医学影像质量的参数　　二、影响X射线摄影图像质量的因
素　第四节 数字图像基础　　一、数字图像　　二、数字图像的形成　　三、数字图像处理的主要方
法　　四、数字图像的显示方法　第五节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一、DSA的物理基础　　二、DSA的
基本方法　　三、DSA的参数性成像　　四、DSA的影像质量与优缺点　第六节 数字X射线摄影　　
一、扫描投影放射摄影　　二、计算机X射线摄影　　三、直接数字化X射线摄影　第七节 数字X射线
影像的主要技术优势第三章 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X-CT)　第一节 X-CT的基础知识　　一、断层与
解剖断面　　二、体素与像素　　三、扫描与投影　　四、CT图像重建的数理基础　　五、CT值与
灰度显示　第二节 传统X-CT的扫描方式　　一、单束平移-旋转（T/R）方式　　二、窄扇形束扫描
平移-旋转（T/R）方式　　三、旋转-旋转（R/R）方式　　四、静止-旋转（S/R）方式　　五、传
统CT扫描的技术缺憾　　六、电子束扫描方式　第三节 X-CT后处理技术　　一、图像后处理技术的
种类　　二、几个典型图像处理技术　第四节 X-CT图像的质量控制　　一、图像的主要质量参数　
　二、X-CT图像的伪像　第五节 螺旋CT　　一、单层螺旋CT　　二、多层螺旋CT简介第四章 核磁
共振现象　第一节 原子核的磁矩　　一、角动量及旋进　　二、电子的角动量与磁矩 　　三、核的
自旋磁矩 　　四、水分子的磁矩　第二节 微观核磁共振　　一、自旋核在磁场中的能级劈裂　　二
、劈裂能级间的跃迁　　三、自旋磁矩在外磁场中的旋进　第三节 核磁共振现象的宏观描述　　一、
自旋核数密度与磁化强度矢量　　二、射频电磁波对样品的激励　　三、角脉冲及磁共振信号　　四
、狭义弛豫过程及其弛豫时间常数　　五、弛豫时间常数的理化、生物特性　第四节 化学位移和核磁
共振谱　　一、化学位移定义　　二、核磁共振谱　　三、MRS分析　　四、“自由水”、“结合水
”及其MRS第五章 磁共振成像　第一节 磁共振信号与加权图像　　一、自由感应衰减信号与加权图像
　　二、自旋回波信号与加权图像　　三、反转恢复信号与加权图像　第二节 磁共振图像重建　　一
、梯度和梯度磁场　  二、层面选择　  三、相位编码和频率编码　  四、二维傅里叶变换图像重建　  
五、三维傅里叶变换成像　　六、K空间与磁共振图像重建　第三节 快速成像序列　  一、快速自旋回
波序列　  二、梯度回波序列　  三、回波平面成像序列　　四、快速成像序列应用　第四节 磁共振血
管成像　  一、流动现象　  二、流动现象的补偿　  三、时间飞越法血管成像　　四、相位对比法血管
成像　　五、图像重建　第五节 磁共振图像质量　　一、信噪比　  二、对比度　  三、空间分辨力　 
四、常见图像伪影第六章　放射性核素显像　第一节 概述　　一、放射性核素显像的技术特点　　二
、核素示踪　　三、放射性制剂　第二节 原子核的放射性　　一、放射性衰变规律　　二、放射性活
度　　三、递次衰变　　四、放射平衡　　五、放射性核素发生器基本原理　　六、放射性计数的统
计规律　第三节 原子核反应　　一、核反应的一般概念　　二、中子及分类　　三、中子核反应　　
四、医用放射性核素的来源　第四节 y射线探测　　一、y射线能谱　　二、闪烁计数器　　三、脉冲
幅度分析器　第五节 准直器　　一、准直器的作用　　二、准直器的技术参数　第六节 y照相机和单
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　　一、y照相机原理　　二、y照相机的性能指标及质量控制　　三、单光子
发射型计算机断层原理　　四、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的技术优势　　五、单光子发射型计算机断
层性能指标及质量控制　第七节 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　　一、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原理　　
二、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的技术优势　　三、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应用评价及发展趋势第七
章 超声物理　第一节 超声波物理基本性质　　一、超声波的分类　　二、超声波的动力学方程　　
三、超声波的速度　　四、超声波的声压、声强与声阻抗　第二节 超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特性　　一
、反射与折射　　二、衍射与散射　　三、干涉与驻波　　四、声波在介质中的衰减规律　　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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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通过界面的特性　　六、声束通过介质薄层的特性　第三节 多普勒效应　　一、声波的多普勒效应
　　二、多普勒频移的数学表示　　三、频移信号的采集　第四节 压电效应　　一、压电效应与电致
伸缩效应　　二、压电材料的选择　第五节 超声场　　一、圆形单晶片声源的超声场　　二、声束的
聚焦　第六节 血流动力学效应　　一、实际液体的流动　　二、连续效应　　三、感应　　四、涡漩
发生距离　　五、掩盖　　六、减速的不稳定性第八章 超声波成像　第一节 超声回波所携带的信息
　　一、反射和散射回波　　二、超声成像的基本特征　第二节 M超与B超原理　　一、M超原理　
　二、超声心动曲线　　三、B超原理　　四、B超的图像处理与灰阶　　五、谐波成像　第三节 超声
多普勒成像原理　　一、普勒频移信号的成分　　二、频谱分析方法　　三、频谱显示技术　第四节 
脉冲多普勒技术　　一、采样容积　　二、尼奎斯特频率极限　　三、多道距离选通测量　第五节 彩
色多普勒血流成像　　一、相关技术　　二、信号输出的显示方式　　三、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的特
点　　四、彩超的局限　第六节 超声图像的质量评价　　一、空间分辨力　　二、清晰均匀性　　三
、声像图的特征　　四、伪像及其形成原因　　五、伪像分类与识别第九章 医学影像中的辐射防护　
第一节 电离辐射的生物效应　　一、电离辐射损伤的表观特性　　二、电离辐射损伤机制　  三、确
定性效应和随机性效应　第二节 辐射剂量单位　  一、描述电离辐射场的辐射量与单位　  二、辐射防
护用辐射量和单位　　三、集体当量剂量和有效剂量　  四、辐射测量仪器　第三节 医学照射的基本
概念及防护要求　　一、医学照射的特殊性及重要性　  二、医学照射防护的法规意识　　三、基本
标准在医学照射防护上的基本要求　第四节 影像检查的防护　  一、X射线检查　  二、核素显像　第
五节 非电离性的电磁波和超声的防护　  一、电磁波的分类与特性　  二、电磁辐射的生物效应　  三
、电磁辐射的防护措施　  四、超声波的生物效应参考文献中英文名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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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为课本来说，要看的，作为一个常识，不要看供临床，学的那种影像书，没有一个全局的观念
，要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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