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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诊断、治疗专家系统（ｅｘｐｅ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ＥＳ）是一种具有

特定医学领域内大量权威性知识和经验的程序系统［１］，是应用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ＡＩ）技术来模拟医学专家的诊

断思路，随时向医生提供各种数据和可能的常规诊疗方案以供

选择，帮助解决复杂的医学问题，起到“延伸记忆”、“医生助手”

的作用，特别是能够帮助年轻无经验的医生提高诊断技能，优

化诊疗方案，其诊断水平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人类专家。目前，

如何将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医学影像学领域，是专家系

统开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医学影像专家系统有以下特征，如可靠性高，不会受疲劳、

疏忽、紧张或视读环境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可以综合多个专

家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利用先进的计算机图像处理和分析技

术，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像人类专家那样会遗忘或退休，专

家知识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得到永久保留并推广应

用。

系统的组成和设计

一个完整的医学专家系统应包括知识库、数据库、推理机、

知识获取模块和解释接口五个组成部分［１］。

①知识库：用来存储和管理问题求解所需的专家系统知

识，并通过知识表示方法将知识转化为计算机可利用的形式化

知识，一般分为产生式规则知识库和病例知识库。常用知识表

示方法有逻辑表示法、产生式规则表示法、模糊逻辑表示法等，

目前常将几种方法联合使用。知识库拥有知识的数量和质量

是衡量一个专家系统的性能和问题求解能力的关键因素。

②数据库：用来存储初始证据和推理过程中的各种中间信

息，包括原始数据、事实和推理结果。

③推理机：是专家系统的“思维”机构，负责模拟专家的思

维过程，控制并执行对问题的求解，协调整个系统的运作，实现

知识的利用。推理机的效率和智能水平决定专家系统的智能

水平。常用的推理方法有正向推理、逆向推理和双向推理三

种，各自又可分为精确推理和不精确推理。

④知识获取模块：就是学习模块，负责扩充和修改知识库

存有的知识、完善和维护知识库。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人工获

取知识并输入到知识库，或通过人工神经网络技术自动归纳总

结出新的知识。自动获取知识的能力是专家系统真正具备智

能的标志，也是目前专家系统开发的瓶颈。

⑤解释接口：是用户与系统交互的环节，主要是对专家系

统的结论作出解释，回答用户的问题，为用户向系统学习提供

方便。

专家系统是基于知识的系统，由知识＋推理＋算法构成，

着重点在于知识处理。以前的专家系统大都基于数学模型来

实现，常见的有Ｂａｙｅｓ公式、模糊数学等。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后，专家系统的研究转向了与知识工程、神经网络技术、模糊技

术、实时操作技术及多媒体技术相组合，这也是专家系统今后

的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

①人工神经网络（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ｎｅｕｒ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Ｎ）是一种用

大量简单的处理单元（神经元）广泛连接组成的人工网络来模

拟大脑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数学方法［２］，由于能够解决知

识获取途径中出现的“瓶颈”现象及知识“组合爆炸”问题，具备

并行处理方式、自组织学习能力和自联想推理、记忆能力，以及

预测事件发展的能力，所以对于含有不确定性的较大规模的医

疗诊断专家系统表现出很好的适应性。

基于神经网络的医疗诊断专家系统可以通过病例学习获

取诊断知识并按自然联想推理产生诊断结果，这是一般医疗诊

断专家系统做不到的。但是，目前这种系统的功能还很有限，

只适于解决规模较小的问题，性能受训练数据集的限制，无法

解释推理过程和依据。

②模糊逻辑是一种处理不确定性、非线性问题的有力工

具［３］，适合于表达模糊或定性的知识，其推理方式类似于人的

思维方式，所以尤其适合于医学应用，但它缺乏有效的自学习

和自适应能力。将模糊逻辑与神经网络结合［４］已成为一种趋

势，能够弥补神经网络不适于表达基于规则的知识的不足，提

供更加有效的智能行为、学习能力、自适应特点、并行机制和高

度灵活性，使其能够更成功地处理各种不确定的、复杂的、不精

确的和近似的控制问题。

③遗传算法与粗糙集理论

遗传算法是基于自然选择和基因遗传学原理的全局优化

搜索算法，因其简单通用，鲁棒性强，适于并行处理，已成为人

们用来解决高度复杂问题的一个新思路和新方法。

粗糙集理论是一种新的处理模糊和不确定性知识的数学

工具［５］，目前已被成功应用于机器学习、决策分析、过程控制、

模式识别及数据挖掘等领域，有可能被用来与人工神经网络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综合构造新的医学专家系统模型。

研究和应用现状

专家系统在医疗诊断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开发出

了很多医疗诊断系统、医疗诊断决策系统及其开发工具，并应

用到临床活动中的各个方面，如在妇产科领域，Ｋｅｉｔｈ等开发的

智能心率与宫缩描记图计算机辅助分析系统，采用人工神经网

络技术，可象专家分析病情一样对处理建议进行解释；Ｍｏｒｐｕｒ

９０３放射学实践２００６年３月第２１卷第３期　Ｒａｄｉｏ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ａｒ２００６，Ｖｏｌ２１，Ｎｏ．３



ｇｏ等
［６］开发的智能诊断决策系统，能够提供全部可能的病况供

医生参考；我国在中医专家系统领域的开发也取得了突破［７］。

事实证明，运用专家系统进行医疗诊断确实是十分合适和高效

的。

但是，在医学影像领域中，目前几乎还没有一个专家系统

得到实现［８］，在大部分情况下，仍然不能直接利用人工智能获

得图像信息，而是取决于由观察者建立的主观印象，其性能的

表现主要依赖于用户。

制约影像学专家系统发展的难点主要在于：①高级视觉系

统本身的原因，如从影像扫描仪上获得的数据可能是噪声和模

糊的，而代表解剖结构或功能的分区常常是复杂的和不确定

的，当处理这些被称作为证据的不确定的、非精确的信息时，必

须从多模式识别分类器中提取和融合数据，从而大大地增加了

专家系统设计的复杂性；②虽然医学影像后处理技术方面已经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不同的成像模式和复杂的病理与解剖学

结构的初级特征提取之间的矛盾、每一种型号扫描仪具有的单

一性与被检者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加之与计算机视觉有关的

计算代价一起阻碍了自动影像专家系统的发展。

虽然如此，致力于这方面的学者们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

也有了比较明确的研究方向：

①随着软硬件技术以及网络的发展、数字医学图像 ＤＩ

ＣＯＭ标准的建立，人们试图利用ＰＡＣＳ技术建立适合于各种

不同模态医学图像的共用的影像学专家系统，目前用于健康监

护机构的自动影像数据库检索就是这方面应用的例子；

②医学影像学方面的初级特征提取技术近来得到广泛的

研究和应用，如在乳房Ｘ线照片中自动检测丛生的小钙化点的

线性滤波和阈值匹配方法，已经被证实提高了影像医生的诊断

精确率［９］；肺部肿瘤的计算机辅助检测［１０］、通过胸部Ｘ线照片

对腔隙性疾病的定性诊断以及骨肿瘤的鉴别诊断［１１］等也已经

在一些例子中得到成功地证明。但是，对于复杂的临床情况，

这些方法就有其局限性，因此还要进行多个特征提取器的联合

使用，并且在高级规则上必须综合临床知识，影像学专家系统

应该、也完全可以通过ＰＡＣＳ紧密地与临床活动结合起来；

③还有，正在研制的一种有决议支持系统的成像系

统［９，１２，１３］，是以提供诊断精度和诊断结果的综合再现性为目的，

能做一些正常和非正常样本的测量计算，引起影像医生对潜在

的非正常区域的注意，如研究人眼阅读Ｘ线胸片时，大约３０％

的肺内结节被漏诊，漏诊的原因是由于影像医生没有注意到这

些有病变的区域，而专家系统却能够帮助减少这些错误的数

量。而且，当影像医生需要报告一些模棱两可的图像信息时，

可以通过一个按键就能获得一套支持他们决议的计算方法；

④另外，人们也试图将影像学专家系统从纯粹的诊断为目

的转移到治疗管理方面，使其为放射治疗和外科手术的计划制

定和效果评估提出相应的决议支持。

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以上可以看出，医学影像专家系统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都已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目前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还存在不

少问题，主要有：①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缺乏一种令人满意

的通用专家系统开发平台或计算机语言；②开发出的专家系统

实用性较差，存在一些低层次重复开发和缺乏客观的、科学的、

重复性好的验证系统；③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和影像专家之间

知识脱节，增加了专家系统的开发难度；④在开发过程中，有将

复杂系统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要想建造真正的“医生助手”

的综合智能影像诊断系统，必须认真解决这些问题。

未来的医学影像专家系统的发展可能会具备以下几个特

点：

①会更多的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把文字、图形、图像、声

音或动画等信息集成在一起，拓宽知识推理的范围；会有更友

好的用户界面实现更加方便的人机对话。

②会逐步朝着多专家协同诊断系统
［１４，１５］的方向发展。采

用分布式结构，通过合同网协商机制建立协同式医学影像专家

系统，利用多智能体技术，使多个专家系统以任务共担和结果

共享的方式互相协助，共同完成复杂病例的诊断。

③与网络的结合将会更加密切
［１６，１７］。通过与远程放射学

会诊系统结合，能够实时、灵活地发挥多个专家系统的知识，提

高诊断的符合率和准确率；同时，能够将动态资料补充到静态

知识集，加快专家系统知识的更新。

结　语

目前，国内专家系统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和发展相对来说还

规模较小、水平较低、应用范围也有限，医学影像专家系统的研

究是专家系统开发的难点，在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水平

下，设计完全替代影像学专家的高智能诊断系统，技术上还存

在很大的困难，同时也可能会面临沉重的经费负担；如果在系

统设计上，将功能定位为对影像医生提供智能决策支持，扩展

和启发而不是替代其思维，可能会使专家系统在医学影像领域

取得更好的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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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道·

　图１　胸部正位片示右侧第３前肋间可见边界清楚的结节影（箭），周围

未见卫星病灶。　图２　ＣＴ示右下叶背段胸膜下见一直径约１．４ｃｍ

的结节状影，内缘清晰（箭）。

肺隐球菌病一例

徐蓓蓓，徐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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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例资料　患者，男，４８岁。体检时发现双下肺结

节影。无明显发热、胸痛、咳嗽、咳痰及咯血等。患者精

神、食欲及大小便正常。曾有多年养鸽史。

胸片：右中肺野可见２个大小不等的结节影，边界

较清楚，密度尚均匀（图１）。诊断为肺部感染性病变。

ＣＴ：右下叶背段胸膜下见一直径约１．４ｃｍ的结节

状影（图２），密度均匀，ＣＴ值为２７ＨＵ，内缘清晰，前上

缘紧贴斜裂，下缘模糊，病灶下方１．８ｃｍ处另见有小片

状阴影，密度不均匀，边界模糊，中央致密。ＣＴ诊断为

肺部感染性病变，结核的可能性大。但ＰＰＤ试验呈阴

性，遂行ＣＴ引导下肺穿刺活检，病理标本送检。

病理结果：经 ＨＥ染色，镜下见肺间质内有淋巴细

胞浸润，多核巨细胞多见。在多核巨细胞、肺泡腔内及

肺间质内均可见新型隐球菌。经ＰＡＳ染色，可见清晰

的新型隐球菌。

讨论　隐球菌肺炎存在于自然界，特别是鸽和其它鸟类的

粪便中，多由机遇性感染引起。空气中隐球菌孢子通过呼吸道

进入肺实质后，由于其分泌的荚膜物质抑制白细胞反应，故中

性粒细胞浸润、充血、水肿的反应很少。病灶内可见较多真菌，

经真菌染色可检出。由于隐球菌有一双层荚膜，荚膜内含有粘

多糖，ＰＡＳ染色阳性可将之与其它酵母样致病真菌鉴别
［１］。患

者临床症状常轻微，少数人可无明显症状。肺隐球菌病影像学

表现常为单发或多发、边界清晰的结节状或团块状病灶。常位

于肺部外围，且以下肺多见。亦可有其它形态的表现，如空洞

型、大叶实变型等，可伴有胸水、肺门淋巴结肿大等［２］。本病的

临床表现及影像学均无特异性，与结核球、肺炎、肿瘤等鉴别困

难。本例患者经胸片和ＣＴ检查发现病灶，因诊断困难，行ＣＴ

引导下穿刺，标本经 ＨＥ染色及ＰＡＳ染色后发现新型隐球菌，

诊断得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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