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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信息学》

前言

　　随着IT技术与临床医学的不断融合与发展，一方面，医学影像图像获取和处理作为一门新兴的交
叉学科，已成为国际上许多高校、医疗单位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热点，其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像计算机
和数学专业般普及；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将医学文字、语音和图像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
并与医院行政、人员和患者、财务、设备、器材、房产、经营等管理信息集成、存储和传送，已成为
数字化医院的应用趋势。而基于医学信息，特别是无论数据量规模还是调用频度都为医学信息绝对多
数的影像信息的特点、硬件环境，实现影像信息的获取、存储、传输编码、标准、检索，达到优质、
可靠和经济应用的要求，正是影像信息学的研究内容。　　我们邀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吉林
大学、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和河北医科大学等其他有关院校研究和讲
授信息学的专家学者，在天津医科大学2004年影像信息学课程教学大纲与讲义的基础上，经过充分调
研、酝酿和讨论，共同编写了这本影像信息学。本书共分7章。第1章在对信息、医学信息等概念的界
定后，概述了医疗信息应用网络及其发展；第2章针对医疗信息网络构建的具体要求，重点讲述了基
于传输机制的网络硬件平台；第3章在分析医学影像信息数据量及其时间分布的基础上，主要讨论了
影像信息的存储问题；第4章和第5章以香农信息论为指导，总结了与医学信息密切相关的信息压缩编
码算法；第6章围绕JPEG影像格式，描述了医学影像信息及其相关适用标准；第7章涉及影像数据挖掘
与信息检索，该章也是国际相关领域最新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附录给出了JPEG-LS的基本定义与符
号。书中有“*”号标记的内容为选讲内容。本书适宜学时数为54～72学时。　　本书是集体努力的结
果。在此，感谢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们的工作，是他们的真知灼见充实了本书的内容；感谢中国医药
信息学会（CMIA）专家委员、著名学者、首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罗述谦教授，感谢他在百忙之中
审读了本书；感谢人民卫生出版社兰南编审等，感谢他们为此书的内容、评阅和出版贡献了他们的宝
贵时间和精力。本书由康晓东教授主编，刘玉洁博士撰写了第二章及第四章，姚芳博士撰写了第三章
，，赵德新博士撰写了第五章，第六章的内容由赵德新博士和姚芳博士共同撰写，李志圣博士撰写了
第七章及附录部分。硕士生刘技参与了参考资料的整理工作。其余部分由康晓东博士撰写，全书由康
晓东统稿。最后，书中难免有错误和缺点。因此，诚恳地希望各位读者、各位研究和从事相关工作的
学者专家提出宝贵意见。　　编者　　2008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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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信息学》

内容概要

《影像信息学 》共分7章。第1章在给出信息、医学信息概念的界定后，概述了医疗信息应用网络及其
发展；第2章针对医疗信息网络构建的具体要求，重点讲述了基于传输机制的网络硬件平台；第3章在
分析医学影像信息数据量及其时间分布的基础上，主要讨论了影像信息的存储问题；第4章和第5章以
香农信息论为指导，总结了与医学信息密切相关的信息压缩编码算法；第6章围绕JPEG影像格式，描
述了医学影像信息及其相关适用标准；第7章涉及影像数据挖掘与信息检索，该章也是国际相关领域
最新研究的热点内容之一。附录给出了JPEG-LS的基本定义与符号。
《影像信息学 》可作为高等院校医学影像学、生物医学工程及电子科学与工程类、控制理论与工程类
、计算机理论与技术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等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供相关领域与专业的科研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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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质量评价  4.2  数字图像统计特征    4.2.1  图像差值信号统计特征    4.2.2  数字图像信息熵  4.3  图像信
息保持与率失真理论    4.3.1  图像信息保持编码    4.3.2  非平稳信源和信源统计未知时编码    4.3.3  香农率
失真理论    4.3.4  有记忆信源率失真第5章  影像图像信息压缩  5.1  图像信息压缩方法分类  5.2  图像变换
编码、预测编码与矢量编码    5.2.1  图像变换编码    5.2.2  图像预测压缩与矢量压缩  5.3  图像信息压缩的
现代方法    5.3.1  小波变换压缩    5.3.2  基于模型的图像信息压缩    5.3.3  分形压缩与子带压缩第6章  静态
图像编码与JPEG标准  6.1  静态图像编码与JPEG—LS  6.2  JPEG—LS图像压缩标准    6.2.1  JPEG—LS标准
基本内容    6.2.2  JPEG—LS中的单分量编码过程    6.2.3  JPEG—LS编码控制  6.3  JPEG数据    6.3.1  JPEG数
据压缩数据格式    6.3.2  JPEG—LS压缩数据格式与通用编码语法  6.4  DICOM与HL7标准简介第7章  信息
数据挖掘与图像检索  7.1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7.1.1  数据仓库    7.1.2  数据挖掘技术    7.1.3  常用数据挖
掘模式与工具    7.1.4  数据挖掘中的关联、挖掘公式和聚类    7.1.5  数据挖掘常用算法  7.2  图像信息检索 
  7.2.1  图像特征相似度比较方法    7.2.2  图像检索中的反馈机制附录  JPEG-LS定义、缩略语及符号

Page 4



《影像信息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述　　人的眼、耳、鼻、舌、身都可以感知信息。信息自古就有，但受古代社会文明发
展水平的制约，人们对信息的重视程度不够。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信息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信
息科学、材料科学和能源科学一起被誉为当代文明的“三大支柱”。　　1.1信息含义与表达　　信息
的概念十分广泛，对信息的不同定义有上百种。例如，数学家认为“信息是使概率分布发生改变的东
西”、哲学家认为“信息是使物质成分和意识成分按完全特殊的方式融合起来的产物”??　　1.1.1 信
息含义与分类　　从本质上说，信息是事物自身显示其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事
物现象。　　1．信息与物质和能量的关系　　信息与物质、能量是有区别的，同时信息与物质、能
量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物质是信息存在的基础。信息是一切物质的基本属性，认知主体对
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都是通过信息来实现的。但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意识，而是物质与意识的中
介；信息的产生、表述、存储、传递等等都要以物质为基础，但物质具有质量，且遵循质量守恒定律
，而信息本身没有质量，也不服从守恒定律；信息对物质有依附性，任何信息都离不开物质，都要以
物质作为载体，但信息内容可以共享，其性质与物质载体的变换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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