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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CT 和 MR技术的不断进步, 仿真内镜( v irtual endoscopy, VE)在我国的临床应用和研究也逐渐增多。国内最早

的报道似乎是 1998 年。据笔者最近统计,5中华放射学杂志62001 年 1月~ 2002年 6 月共发表仿真内镜论文 6 篇, 包括喉

和支气管、胃、胆系、结肠和膀胱。5临床放射学杂志6同期内也刊登 6 篇,包括听骨链、耳鼻喉、颈部大血管、支气管、结肠

和膀胱。2002 年 6 月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专著5临床仿真影像学6。本刊今发表 5 篇仿真内镜论文, 供读者阅览。

回顾所见到的仿真内镜论文,大多有良好的图片、有手术标本或其他检查的对照, 对仿真内镜的价值和限度作了评

价,这对促进仿真内镜的临床应用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可看到,仿真内镜在某些部位显示病变较好,如耳鼻喉、支气管、

结肠等处,而在有些部位则较差。

笔者认为,在仿真内镜的临床应用和研究中尚存在一些不足和问题,愿提出来与同道们共同讨论, 也许对今后的工作

有所裨益。

¹ 对仿真内镜所见的正常形态、异常表现和病变征象缺乏大组的统计分析和细致的描述, 在图片上缺乏必要的标示,

甚至高年医师都无法识别。影像诊断的基础是认识正常、识别异常, 这方面的不足必将影响仿真内镜在临床上的广泛应

用。

º 对仿真内镜与其他 CT 或 MR成像技术(包括各种重建技术)的诊断价值缺乏科学的比较, 因而难以引出确切的评

价。以胆系病变为例:不用仿真内镜, 加用仿真内镜,单独用仿真内镜是否可以或有多少例能得满意诊断? 仿真内镜在诸

多成像/重建技术中的地位如何? 这些均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笔者愚见,可能对某些部位、某些病变,仿真内镜所见还不如其他 CT 或 MR成像或重建技术来得清楚和明确。仿真

内镜的价值有多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评价。此外, 对人体各种不同器官仿真内镜的价值也不一定相同,也待进一步的

比较和研究。

» 仿真内镜图像质量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机器结构、扫描和重建参数、患者的状态和准备等。对这方面,尚缺乏足够

的实验和比较。某些论文已对这方面作了一些工作, 值得重视。

以上是笔者的一孔之见。希望今后有更多关于仿真内镜临床应用和研究的文章, 以循证医学的要求进行更深入、细

微、有对照、有比较、有肯定、有否定的研究,使仿真内镜以最优的图像、最佳的指征、最小的损伤、最低的费用, 更好的为患

者服务。 ( 2002-08-09 收稿)

评5临床仿真影像学6 #书评#

  仿真内镜技术的诞生仅数年的时间, 随着计算机三维图像

处理技术的发展而迅速成长,并成为医学影像学一门崭新的亚

专业学科,其成就令人叹为观止, 也令许多学者眼花缭乱, 似乎

进入一个虚拟缥缈的世界。正如5临床仿真影像学6作者和彭

仁罗教授在前言和序中所述,仿真影像学是一门医学影像学与

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和边缘学科,涉及的面和学

科甚多, 如仿真技术, 数字化容积成像技术( US、CT、MRI、3D

DSA) , 计算机图像后处理技术, 解剖学以及临床内镜学等等。

仿真影像学之所以在短短的数年内迅速发展并成为一门新兴

的学科, 除了它具有无创、应用范围广、适应性强、模拟手术操

作等许多优点外,其临床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也为影像学和临

床医生所青睐。

目前,仿真内镜与纤维内镜的关系是相互依存, 共同促进,

取长补短, 今后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医学影像学的不断发展, 很

有可能成为临床首选方法。

该书由杨秀军、陈峰、韩萍等国内优秀的中青年专家在扎

实的科研和临床工作基础上, 广泛搜集资料总结而成, 反映了

我国医学影像学年青一代正在茁壮成长, 并成为时代发展的主

流。该书以独创、新颖和理论性、实用性、系统性强为特色, 作

为该领域的首部专著, 对广大的医学影像学工作者、相关学科

的临床医生以及研究生无疑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也

将对我国医学影像学尤其是临床仿真影像学的发展作出难以

估量的贡献。

5临床仿真影像学6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2002 年 6 月

第 1 版, 129. 7 万字, 定价 115 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放射科  周康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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