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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影像学是通过各种成像技术，反映人体解剖、病理与

生理的一门医学桥梁科学，同时它又是一门形态学课程。“一

图胜千言”是形态学教学的真实写照。因此利用大量的、较典

型而真实的影像学图像进行教学，同时结合图像的临床资料、

病理资料和解剖资料，可以使学生温故而知新，在兴趣中完成

知识点的链接与融合。本图像素材库建设就是想达到这个目

的，从而实现影像学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

医学影像学教学的多媒体化已经得到了普遍应用［１３］，并

成为当前的主流。但对最具教学价值的图像资料的收集与整

理，却是五花八门，图像质量与病例数量与质量参差不齐。随

着成像技术的多样化发展，和目前多数医院的分科体制，影像

设备各自为阵，不利于教学的矛盾日显突出，学科间知识融合

贯通的问题亟待解决。如何使学生真实、方便的从疾病角度，

而非从成像技术角度接触各种实际影像学图像，并将影像学知

识与以往学过的解剖学、病理学知识融为一体，建立一个多学

科融合的素材库，则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

笔者试图通过多学科影像素材库的建设，探索一条将基础

知识与临床知识相结合，不同影像学课程之间相互渗透的新的

教学方法与理念，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带动各相关学科的相互

促进，共同发展。同时也可以探索一种多地点组建一个素材库

的实验平台和技术方法，为今后组建更大的教学数据库奠定基

础。

建设总体思路

以临床医学专业的医学影像学课程和医学影像专业的影

像诊断学课程为主要内容的学生为教学主体。以实现自主学

习为主，实习教学为辅的教学资料库建设为目的。以 Ｘ线诊

断、ＣＴ诊断和 ＭＲ诊断病例为主线，通过实际病例，做过多项

影像学检查的图像串联起来，同时也将其手术的标本照片串

联，将系统解剖和断层解剖图像也链接于该库，从而实现学生

自如进行各知识点的链接学习，达到知识点不断叠加的学习效

果和融会贯通的学习目的。

作为素材库的基本单元，是实际的病例，每一个病例可以

有临床信息，多种影像信息和手术标本图像与病理诊断信息。

采取分别建设，通过网络形式进行集成链接的方式达到教学目

的。学生根据教学计划和实习指导，在老师的指导下选取病例

进行学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更多的病例和病种实现

个性化学习。

建设方法

１．图像库建设

重点收集有教学价值和科研价值的各种影像学图像、手术

图像和解剖图像，收集工作分成四组。

第一组：放射影像组。将图像质量好、病例典型、有教学意

义或有随访结果的Ｘ线、ＣＴ、ＭＲ和ＤＳＡ的数字图像，直接以

ＪＰＥＧ格式储存。１个患者一个文件夹，文件夹一般用检查号命

名。不同的成像方法，导出图像的方法也不同。为了达到一键

式链接，ＣＴ和 ＭＲ的组图，最好用“ｅ”链接形式，容易输入数据

库。我们是用“ｅｆｉｌｍ”软件实现的。

第二组：手术资料组。由外科医生对有影像学检查的患者

的手术标本进行现场拍照。然后用ＪＰＥＧ格式分别保存。

第三组：解剖图像组。直接建一套正常人体的系统解剖图

和切面解剖图。

第四组：超声影像组。由于超声独立成科，也没有与放射

科ＰＡＣＳ联网。先独立在放射影像库的基础上，搜索同时做过

超声检查的病例，逐一建立，最后再统一汇总到影像素材库中。

以上所有图像都分门别类地存放于各自独立的文件夹中，

形成原始的图像库。

２．文字库建设

在影像学素材库管理系统中对文字信息逐条输入。文本

数据主要包括：患者基本信息，检查号，住院号，疾病分类与病

名，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影像学诊断，手术病理诊断，影像分

析等内容。其中影像分析是本库的特色，他是老师根据具体图

像，引导帮助学生更深的理解与记忆图像要点的重要部分，也

是学生能自主学习的关键。

该数据库的功能包括：①病例数据的输入、修改及删除；②

病例数据的浏览、查询；③个人输入量查询等。

３．图像与文字数据库的集成与管理

图像与文字数据库在网络环境下集成。我们的做法是在

数据库中另外增加一个表来管理图像，图像与文字之间，是将

图像的链接路径填写到数据库的表中实现的。组图由“ｅ”链接

实现，单图可以直接上传实现（图１）。

由于影像素材库收集来自多单位的数据，同时又面向多个

学科的用户，为了提高数据的共享性、增强用户间的交互性和

方便后期数据的收集及汇总工作，我们构建了网络版数据库。

网络版数据库采用 Ａ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ｖｅｒＰａｇｅ（ＡＳＰ）服务端脚本编写

环境，创建和运行动态的、交互的 ＷＥＢ服务器应用程序，采用

ＡＳＰ技术和ＳＱＬ２０００数据库开发设计一个基于Ｂ／Ｓ模式的影

像学素材库管理系统，可以达到校园内部资源多点同时共建与

共享。系统除了具备丰富的前台数据浏览功能以外，还有比较

完善的后台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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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素材库浏览界面。ａ）“ｅ”链接图像调出界面；ｂ）单个图像调出界面。

　　前台系统的主要功能是数据的浏览。以 Ｗｅｂ页浏览的方

式进行，客户端通过浏览器以 Ｗｅｂ页浏览的方式进行，共有两

种方式供用户选择：一是按教科书的章节系统提供的类别按树

形方式浏览数据；二是用户根据自己所需输入如病名、疾病类

型等关键词进行查询后快速浏览文字与图像数据（图１），如果

一个患者进行了多种检查，同时也进行了手术切除。只要用一

个患者名就能同时显示各种信息，有利于学生从不同的影像角

度理解疾病，这样就实现了各影像技术，甚至手术标本的串连

对照学习。

后台系统主要功能是数据的管理。通过管理平台对数据

进行管理，内容包括：系统可根据用户的不同权限相应提供对

数据库的不同操作；管理用户可自行定义数据类别，并对已有

类别进行修改或删除；普通用户可随时添加数据，并对自己添

加的数据进行修改或删除，也可随时对自己添加的数据进行图

片信息的管理，还可以上传图片文件；系统提供不同用户数据

输入量的统计及打印等操作。

应用结果

改革了教学方法，优化了教学流程：利用两年左右的时间，

基本实现了Ｘ线、ＣＴ、ＭＲ和超声影像图像的集成，部分有手术

标本图像。还有人体系统与切面解剖图像。通过 Ｗｅｂ主页的

形式，将各种信息实现了良好链接。使学生可以自如的按系

统、按疾病自学各种影像学图像，尤其是同一个病例可以同时

观察他的不同影像学和手术标本信息。还可以对过去的解剖

学知识进行复习。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大大增加

了课堂与课外的教学信息量。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与兴趣：一改过去填鸭式的教学方

法，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明显增强，接触图像的机会明显增多，自

我学习的能力也明显增强。我们还组织了影像专业学生的科

研小组，直接参与素材库的建设，使他们更多地接触了临床资

料，养成了积累资料的好习惯。使他们学到了终身学习的能

力。

提高了教学管理水平：过去理论课是大课，实习课是小课，

一次１００余学生的实习课常常要投入５～６位老师。实习课开

始老师先讲解胶片，既费人力，又由于胶片太小，效果也不好。

使用素材库教学，可以由大课老师尽可能图文并茂的用多媒体

讲解，实习课完全由学生自学为主。学生以实习大纲为主线，

根据自己的进度、基础、能力各取所需的学习，老师仅起辅导作

用。所以每次１００余人的实习仅由１～２位老师担任即可。彻

底改变了过去用胶片进行实习教学的弊端：如教学片数量病种

不足，质量不好，实习后胶片与片袋说明张冠李戴，不易管理，

不能满足个性化教学的需要等等。

促进了学科发展：老师的功夫都用在素材库的建设上，加

强随访，加强图像的收集与分类，加强图像的分析说明，长期坚

持，将会不断提高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

存在的问题：需要良好的电脑硬件和网络环境至关重要，

一旦网络不通，将影响教学。有时，网络环境不好，也会造成同

时访问一台图像服务器，出现网络堵塞现象。这是本教学法的

最大障碍。

讨论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步，医学影像学的发展，

过去的教学模式受到了冲击。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如何使学

生更有效地接受更多的影像信息，提高学习效率，将是摆在我

们面前亟待解决的根本问题。建立学习思想，研究学习对象，

明确学习目的，面向初级阶段的学习，要大量的涉及结构良好

的知识，面向高级阶段的学习，要大量涉及结构不良领域的知

识 ［４］。针对不同的教学目标，精心设计学习的外部条件系统，

是我们教师的重要任务。

利用多媒体素材库教学以其信息量大、图文并茂、提高教

学效率等特点，倍受教师和学生的欢迎。它就像学习的自助

餐，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空间。但是，目前影像学实现

多媒体教学改革，还面临许多问题。如理论授课与实习课教学

衔接不好，实习课许多还是以阅读胶片为主，学生自学空间和

时间极其有限。有些建立了图像资源库的，多仅局限于医学影

像内容，为了节省空间，图像常常是节选的，且多缺乏临床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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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影像学表现的详细描述，给学生自学带来困难；有些是按教

科书章节组织的，缺乏临床的真实感［５］。虽然目前很多教学医

院都建立了ＰＡＣＳ（图像储存与传输系统），但过于庞大的医疗

图像和输出终端所限，以及出于对医疗数据的安全性考虑，并

不适合直接向学生开放实习。

对于多数教学单位还存在：①缺乏丰富的素材库，尤其是

涉及结构良好的知识，即典型的病例的素材库，是制约我们教

学质量的一个主要瓶颈；②教师知识和教学内容不吻合：长期

以来，由于教师知识面及教学条件所限，使学生在课堂上接受

图像信息都是互相割裂的，如超声的老师讲超声诊断，放射科

的老师讲Ｘ线诊断、ＣＴ诊断和 ＭＲ诊断，核医学的老师讲核素

成像。解剖、病理与生理则是在１、２年级就学过的课程，等到３

年级学影像学时，多数知识已忘记。若在此时再强化一下基础

知识的图像信息，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这符合人的循环

记忆原理。但目前的教科书、教学安排及教师的知识结构均无

法改变这种现状。③临床老师多有较繁重的临床任务，上课前

备课时间不多，没有精力收集较好的图像资料，以至于讲课质

量大打折扣。

要想解决以上问题，使学生在较短的学时里，获取更多的

知识，必须改革现行的教学方法，尽快实现含有大容量图像信

息的多媒体教学模式与自学模式。本课题的目的就是通过广

泛收集目前最常见的各种影像学资料，同时配上与影像学资料

相一致的解剖或手术标本图像，建立一个多学科组合的综合素

材库。并使该库的图像信息可供快速查询，实时存取和多路并

发等功能，以达到课堂实时教学、电子阅览、教师备课、组卷考

试等作用。

目前的本科统编教材已将不同的成像诊断，独立成章，编

在了一本教材中，也体现了这种新的教学理念。但是目前市售

的众多的多媒体教学光盘中，没有一种能按此种思路设计的。

因此，建立一个多学科构成的综合素材库，非常必要。使各相

关学科老师先资源共建，后资源共享：教学时，资料可以相互引

用，略有交叉，对提高课堂授课质量，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如果

将素材库的资料，再做成助学式课件，加注英文说明，还可以解

决目前影像学教学片质量与数量严重不足，教学场地严重不

足，无法实时动态显示图像及双语教学的问题。从根本上提高

影像学的教学质量。

网络版数据库采用模块化编程思想，系统的可移植性强，

为今后组建更大的素材库奠定基础。本素材库作为建立一个

多学科融合的素材库实验平台及技术方法一种探索，为今后我

校进一步扩展素材库的学科、建立电子课堂及远程教育提供宝

贵经验。因此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１］　杨小庆，陈俭，靳激扬，等．医学影像学专业多媒体课件设计与应用

［Ｊ］．现代医学影像学，２０００，９（６）：２７９２８０．

［２］　陈卫国，马著彬，欧阳湘莲，等．医学影像学多媒体资源库的研制

［Ｊ］．中国医学影像技术，２００２，１８（６）：６０６６０９．

［３］　王世英，范力军，贾存玮，等．医学影像学多媒体教学系统的研究与

开发［Ｊ］．中华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０，３４（９）：６４６６４７．

［４］　穆桂斌，李嵬．基于加涅学习结果分类理论的教学资源库建设［Ｊ］．

中国电化教育，２００４，８（２１１）：６３６６．

［５］　肖立志，张子曙，肖恩华，等．网页式医学影像学实习教学课件的制

作与应用［Ｊ］．临床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４，９（２４）：８３２８３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１００６）

·外刊摘要·

急性侧腹痛———哪种诊断方法最好

Ｄｒ．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Ｗｅｉβ，Ｂａｄ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ｎ

　　肾绞痛是在医院门诊很常见的疾病。但有时它难以与其

它引起侧腹痛的疾病鉴别。Ｋｒａｖｃｈｉｃｋ等学者通过研究探寻侧

腹痛的最适诊断方法。

研究包括６４例侧腹痛患者（已知泌尿疾病病史和既往有

碎石史的人除外），均在门诊急诊科作了一般处理。所有患者

均行临床体检，腹部平片ＫＵＢ（包括肾脏、尿道、膀胱），该部位

的ＣＴ平扫和肾脏动态核扫描ＤＮＳ，还有实验室检查中最重要

的血象。研究者借以比较哪种检查方法或哪种组织的诊断准

确性最高。

６４例患者中有４９例（７６．６％）为尿（结）石病引起的侧腰

痛，１１例患者罹患其它的疾病如盆腔炎、卵巢囊肿蒂扭转、胆囊

炎、憩室炎或肠肿瘤。４例患者有矫形外科和神经科方面的疾

病。

　　ＣＴ结合ＤＮＳ的诊断有９６％的诊断准确率。然而临床检

查与实验室检查、腹部平片和ＤＮＳ相结合的诊断特异性更高

（９３％∶８５％），诊断阳性率更高（９７％∶９６％）。白细胞超声

１０２００Ｕｌ、平片示结石直径超过４ｍｍ的男性患者，行ＣＴ彻扫

是很有必要的。

尿（结）石病是急性侧腰痛的常见病因。

结论：在门诊急诊部对急性侧腰痛患者行临床检查和ＤＮＳ

检查有助于对进一步的处理提供重要信息。用ＣＴ结合ＤＮＳ

诊断或排除尿（结）石病准确性最高。作者认为，对白细胞超声

１０２００Ｕｌ、结石直径在平片上超过４ｍｍ的男性患者应急行ＣＴ

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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