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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超声成像技术及其临床应用

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超声科 (43 00 3 0) 徐辉雄 张青萍

三维超声成像自 80 年代末始用于临床以来
,

已 日

益发挥其重要作用
。

目前超声三维软件应用较为成熟

的有德国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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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及奥地利 K n 王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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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0 D 三维超

声成像系统
。

本文将就三维超声重建的原理
、

方法学

及其临床应用作一综述
。

有以下两种成像方式
:

1
.

表面成像
:
提取组织结构的表面灰阶信息

,

然后

采取表面拟合的方式进行图像重组
。

2
.

透明成像
:
该技术采用透明算法实现三维重建

,

淡化组织结构 的灰阶信息
,

使之呈透明显示
。

该方法

使重建结构具有透明感和立体感
,

从而显示 实质性脏

器 内部结构的空间位置关系
。

原理与方法

三维超声重建方法

成像原理 目前的三维超声显像 已能从计算机图

形学转 向三维物体的计算机立体模型重建
。

重建基于

以下三种方法实现
:
立体几何构成法 (G CS 模型 )

,

表面

提取 法 (轮廓提取 法 )和 体元模型 法 (V ox el 模 型 )
。

G CS 模型 由于需要大量的几何原物
,

现 已很少应用
。

在二维图像 中
,

一条 曲线是 由一系列坐标点形成

若干条简单的直线而提出的
。

表面提取法将这一概念

直接扩展到三维领域
,

在三维空间中
,

容积决定于物体

的轮廓
,

这些轮廓同样是由一系列坐标点连接成若干

简单直线来描绘
。

该方法所需计算机 内存量少
,

运算

速度快
,

但此法需人工对脏器的组织结构勾边
,

只能重

建 比较简单的脏器结构
,

目前应用较少
。

体元模型法是 目前最为理想的重建方法
,

可 以提

取脏器结构的组织灰阶信息
,

其重建所需 的体元数 目

很大
,

因此
,

体元模型法需要相 当精密 的计算机
。

近年

来
,

随着高速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 的不断进步
,

用体元

法进行三维重建
,

已成 为 目前最具临床实用价值的新

技术
。

在体元模型中
,

三维物 体被划分成多个依次排列

的小立方体
,

每个小立方体就 叫作体元
,

体元可以认为

是象素在三维空间 中的延伸
。

与平 面概念不 同
,

体元

素空间模型表示的是容积概念
,

与每个体元相对应的

值称为
“

体元值
”

或
“

体元容积
” ,

它可 以决定一个体元

是否属于物体的一部分川
。

成像方式 目前多 用基于体元模型 的总体显示

法
,

即利用总体结构 内的全部信息建立一个具有实体

感的三维图像
,

显示组织结构的所有灰阶信息
。

具体

图像的采集
:

1
.

机械驱动扫查 :
¹ 平行扫查法 探头由电动 马

达驱动以预定的速度和预定的间隔采集图像
。

º旋转

扫查法 将探头固定于某一透声窗
,

探头围绕某一轴

心旋转获取图像
。

» 扇形扫查法 探头固定于某一位

置
,

由机械驱动呈扇形运动获取图像
,

其扫查间隔角度

可调
。

2
.

自由臂扫查法
: 此种扫查法利用声或磁遥控装

置来确定探头的位置与角度
,

其中利用磁遥控装置的

方法称为磁场空间定位 自由扫查
。

后 者电磁场 发生

器
、

磁传感器和微处理器三部分组成
,

该方法操 作方

便
、

扫查范围和角度可调
,

适于作一次性大范围复合形

式的扫查取样[2]
。

3
.

三维探头法
: Kj’e tZ 53 OD 三维探头将晶片包容于

一个探头内
,

其内另有一机械装置
,

可驱动晶片作等距

离扇形或环形扫查
。

4
.

三维电子相控阵方法
: 目前 已有制造商利用该

系统成功获取了实时的三维超声 图像
。

后 2 种方法使用方便
,

不用移动探头 即可获取精

确的三维数据
,

并能即刻或实时显像
。

图像采集时要尽量避免呼吸
、

体位移动而造成的

影响
。

根据取样部位和所观察 区域的大小
,

选择采集

方式
,

确定观察区域范围
,

同时去掉无关的信息
。

三维重建 将采集的原始 图像进行模数转换后存

贮并对其图像间的间隔进行插补
、

平滑
,

形成立体数

据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