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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常用的医学影像学数据库是一个包括文字资料(患者

的临床资料、影像特征的描述语言)和影像学资料(通过采集、

扫描等手段获得)的医学影像病例管理程序。

未来设计开发的医学影像学动态数据库应着眼于扩大其

功能, 将人工智能 ( ar tificial intellig ence, A I)技术引入传统数据

库( database, DB)以改进和扩充数据库的性能和执行效率而形

成新型数据库,使其不但具有传统的功能, 而且能提高数据库

的演绎推理功能和智能化程度。其性能体现在演绎能力 (推

理)的扩充,语义知识的引入,知识的获取, 知识和数据的有效

组织及管理方面;而效率则指数据库对用户查询的快速响应与

查询优化上[ 1]。

医学影像学动态数据库每个数据赋予一个时间坐标, 成为

一个动态变量。图像也属于动态变量, 即症状变量, 随症状特

征描述参数变化改变,由时间量的变化来衡量。通过单位时间

引起的空间量的变化我们可以了解某一疾病在某一时期影像

学改变;由症状变量的变化可以演绎出相应特征的影像以及进

一步对疾病给予辅助诊断,将文字资料部分由文本描述为动态

函数表述。图像经计算机处理后, 大小、灰度等值归纳为数个

数据字段,使医学影像成为计算机可以识别、处理的动态数据

图像。能够应用于诊断系统,提供并不断完善的资料数据。

以呼吸系统为例,我们进行动态数据库设计并将其应用于

诊断系统进行研究探讨。

1. 数据资料的分级

¹一级数据(最低级) :资料来源、住院、门诊号码、科室、床

号、主治医师、临床诊断、影像学号码、资料序列号、患者姓名。

º二级数据: 性别、年龄、职业、住址、病史、家族史、症状、

体症、物理检查、实验室检查、其它器官情况、透视情况、随诊观

察、治疗效果、病理诊断。

» 三级数据:器官组织分类、影像学检查手段选择。

¼四级数据:病变周围组织影像学观察(按照系统解剖学

分类) , 如呼吸系统:肺、肺门(大小、结构、高低)、肺纹理 (密度、

拥挤移位、稀疏)、胸膜(肥厚、粘连钙化、叶间裂移位)、膈肌(轮

廓、高低)、纵膈(移位、气肿、形态、大小)、心脏(轮廓、大小)、胸

廓(判断病变前后位置、两侧是否对称、肋骨走行及是否破坏、

塌陷)、气管(狭窄、移位)。

½五级数据: 病灶特征描述 (按照系统解剖学分类) , 如呼

吸系统包括病灶分析、部位(确定组织器官)、位置(影像解剖区

域)、形态、大小、轮廓(边缘)、密度、数目、分布、分期(新老)。

¾六级数据: 影像通过数字采集、扫描等手段录入后,用计

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对其进行后处理, 对病灶进行识别, 采集其

大小、形态、边缘、灰度等数据。

2.数据库的基本关系

数据库由多份记录组成, 在这里每份记录表现为一个完整

病例, 组成记录的若干字段各有属性,又同时具有共性, 这是数

据库最基本的关系。动态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核心是一个推理

机构, 它完成对知识的操纵,其中包括对数据的一致性校验、数

据的检索、分类及数据相关程度的确定等。因此必须为各字段

设置加权,规定其与诊断、图像的关系。如患者家族史与诊断

的关系、病理诊断与物理检查对于确诊的重要性、疾病发展的

不同时间影像学特征、疾病地区人群发展规律等。

3.数据库的智能化规则

包括各数据字段的加权(与影像诊断的关联程度系数) 随

资料积累发生变化, 资料随时间、数量变化自动实现筛选更新,

对于疾病发展规律进行统计分析等。

4.专家诊断系统( expert diagnose system, EDS)

通过输入特定字段数据属性, 获得相关诊断结论和计算机

生成图像。如对呼吸系统三~ 五级数据输入后, 系统推荐诊断

结论,生成计算机图像(六级数据) , 并显示与描述特征相近或

类似的医学影像图片及正确诊断, 以供参考。

图像经计算机处理后, 识别病灶特征(六级数据) , 演绎病

灶数据特征文字表达(四五级数据 )。例如,对于原发性肺癌图

片, 经计算机图像处理后, 识别病灶, 分析病灶(肿块)灰度、大

小、边缘、形态等数据, 将其演绎为肉眼观察医学影像所得数

据, 并进一步推测诊断结果,从而达到计算机辅助诊断的目的。

5.探索建立医学影像诊断数字化标准

由于医学影像学资料的采集具有随机性, 属于非连续采

集, 其中又有按照治疗周期疾病发展规律、时间特征采集,因此

在自动筛选更新程序的设计中应分别对待。

开发的开放式医学影像学动态数据库,应适应网络影像学

的发展趋势, 能够实现注册用户实时访问, 上传、下载资料, 检

索、统计信息;对患者疾病发展变化进行动态跟踪观察; 对疾病

发展与地区、时间段、人群的关系统计分析,为医疗管理提供有

效数据;数据库具有演绎、搜索、归纳功能, 问题求解能力,为专

家诊断系统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从而向医学影像计算机智

能辅助诊断迈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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