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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影像资源专题·

　　【编者按】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以及专业网站和搜索引擎的出现，巨大的网络教育资源库呈现在我们面前。

国内外已有一批较为成熟的放射学相关网站或论坛。其中，国际上以 ＡｕｎｔＭｉｎｎｉｅ、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ｅｄＰｉｘ、Ｒａｄｉｏｌｏｐｏｌｉｓ、

ＲａｄＱｕｉｚ等网站为代表，国内以丁香园、爱爱医、医影在线、医学影像园、影像园及华夏影像诊断中心等网站为代表。越来

越多的影像医生开始利用这些网络教育资源进行学习，以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及科研教学能力等。

令人遗憾的是，不少放射科医师被海量的网络资源“网”住了，他们常常需要使用搜索引擎比如百度、谷歌等查找放射

学资料，并从其给出的海量链接中加以人工的筛选、甄别，效率低下，往往很难准确找到所需要的信息，浪费了大量宝贵的

时间和精力，最终不能有效地通过网络进行学习。

如何让影像医师高效地利用网络教育资源进行学习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鉴于此，笔者和《放射学实践》杂志

编辑部合作策划了本专题“关注影像网络资源”。本专题分为两个部分；本期首先刊登第一部分的４篇文章，包括《国际放

射学网络资源评述》（译文，来源于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杂志）、《中国放射学网络资源评述》、《腾讯医学影像ＱＱ群的应用现状》及《重

视医学影像网络资源教育和发展》；本专题的第二部分内容将于明年刊登，主要包括我国影像医师网络学习调查现状报告

以及针对医学影像网络资源的使用方法和建议等。

本专题是国内首次对我国影像网络资源进行评述的一次尝试。在评述这些影像网络资源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可

能尚无法做到绝对的全面、系统、公正和客观，在此谨表歉意。我们期待本专题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将来有更多的

同行在此领域做出更好的成果。最后，非常感谢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放射科李振辉医师帮助本刊组织策划了本专

题，并感谢各大影像网站对本刊的支持。

（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放射科　李振辉）

（《放射学实践》编辑部　杨岷）

重视医学影像网络资源教育和发展

胡玉川，李振辉，崔光彬

【摘要】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以及专业网站和搜索引擎的出现，巨大的教育资源库呈现在我们面前，越来越

多放射科医生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习、科研和教学。本文对重视放射医学资源的意义和国内影像网络资源的现状进行了

述评，并展望了国内影像网络资源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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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联网上，医学影像网络资源纷繁浩杂，归纳起来对教

学具有明显辅助作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基于文字和图

片形式的影像教学资源：此类资源将相关解剖、病理、影像诊

断、临床知识及专家供稿网页化，利用搜索引擎方便网友快速、

精准查询和阅读，也包括专业文献，是影像网络资源的基础，对

用户的硬件配置要求不高，容易使用。对于放射科医师查阅基

础知识、了解最新专业动态，更新知识结构作用巨大。二是网

络病例讨论资源：不少影像论坛设立了病例讨论版块，方便影

像同行交流和学习，在分析疑难病例和提高业务水平上具有重

要意义。部分专业网站将病例资源分类整理，建立了影像病例

库，方便同行查询和学习；另外不少著名的大学和医院建立了

在线病例互动讨论系统，这种程序在教学效果上明显优于传统

课堂教育或教材。三是医学教学课件资源：在网络中使用的医

学教学课件，大多数为网络搜集或个人上传的优秀多媒体课件

作品，大多具备专业、权威、方便学习等特点。如影像园的ＰＰＴ

课件栏目（ｗｗｗ．ｘｃｔｍｒ．ｃｏｍ／ｐｐｔ／），按照解剖系统和设备分类

总结优秀ＰＰＴ教学课件，直观性强，交互灵活，并提供下载，方

便学习和教学，是很优秀的课件资源。四是视频教学资源：一

些专业学会或视频网站将一些专家讲座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

供大家学习，但是仅有少量视频资源是免费的。五是多媒体软

件资源：医学教学中往往难以直接展示人体的结构、疾病发生

及发展过程等，以多媒体方式演示即可达到教学的效果。如美

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的可视人体教学资源：它是将男、女两具尸

体，进行薄层切片，重建后建成人体断层解剖图库，供医学教

学、科研及临床使用。六是专业电子书，这类资源供网友内部

交流，很多电子书籍制作良好，文字和图片内容清楚，具有方便

携带和使用的优点，但存在版权纠纷隐患，可供个人学习研究

之用。最后是网络搜索引擎，大家可以用谷歌或ｐｕｂｍｅｄ等搜

索自己所需要的专业资源或文献，部分文献免费提供全文，由

于在线医学教学资源众多，更新速度快，搜索引擎是获取专业

资源的强大工具。

国外很多研究者对放射科医师的学习方式和使用网络资

源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１９９１年的一项研究报道显示，住院医

师大部分学习时间在阅读教科书、印刷版杂志和病例［１］。而到

２００７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放射科住院医师的阅读习惯已发

生了巨大转变，利用放射学电子资源进行学习和科研者达到

８３％，互联网已成为首选的学习资源
［２］。约有９７％的放射科医

师在互联网上学习，每天至少一次网上学习者高达４２％
［３］。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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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Ｋｏｒｂａｇｅ等
［４，５］的两项研究发现，放射科住院医师明显将学

习习惯转向ｉＰａｄｓ电子资源。Ｎｉｅｄｅｒｈａｕｓｅｒ等
［６］对１６所专业机

构的放射科医师和学员进行了调查研究，探讨其在解决影像问

题时的偏好方法，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放射科医师采用 Ｇｏｏｇｌｅ

搜索（９３％，１０３／１１１）和在线期刊（９４％，１０４／１１１）解决一般影像

问题很普遍；而学员常用Ｇｏｏｇｌｅ搜索（８２％，１１１／１３５）和住院医

师培训资料（７４％，１００／１３５）；在解决具体影像问题时，很少将

在线期刊和ＰｕｂＭｅｄ作为首选资源；学员和医师最常用的资源

分别是 ＳＴＡＴｄｘ（４４％，５５／１２６）和 Ｇｏｏｇｌｅ搜 索 （５２％，５１／

９９）
［６］。

随着越来越多的放射科医师使用互联网用于教育目的，提

供可靠和值得信赖的内容是各大影像专业网站的关键。海量

的在线放射学资源，质量参差不齐，对互联网不熟悉的同行难

以准确判断哪些网站的信息来源真实可靠，国外学者Ｂａｎｄｕｋ

ｗａｌ等
［７，８］详细综述了国外放射教学资源网站，便于广大放射科

医师选择自己所需的国外教育资源。

国内影像网络资源点评

早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末，就有个人爱好者创办了国内第一

个放射专业网站，即医学影像之门（ｗｗｗ．ｘｒａｙｄｏｏｒ．ｃｏｍ），笔者

２０００年第一次浏览了该网站，其准确创建时间无从考证，该网

站包括影像解剖、影像诊断、影像问答、影像报告及影像发展等

栏目，网站在２００４年的时候不知为何打不开了，持续时间短，

到现在该域名已被国外注册。第二个影像网站是影像专业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ｍ），域名注册于２００３年３月，也为个人

创办，其专业内容很少，页面设计单一，目前仍可打开，可谓是

国内创办时间最长的影像专业网站，但多年没有改版或更新，

已无任何教学价值。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国内很多影像专业

网站如雨后春笋般上线，这些网站由放射学会、杂志社、医院或

学院、公司或个人等创办，但大多数局限于个人网站，多达几十

家，大部分网站在创办２～３年后由于各种原因关停。创办最

成功的几个影像专业网站详见本栏目系列文章。

与国外成功的影像专业网站相比，国内的影像专业网站不

足之处甚多，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网站生存周

期短。与其他网站一样，大部分影像专业网站为个人网站，站

长利用个人业余时间开办，没有程序设计和ＳＥＯ（ＳｅａｒｃｈＥｎ

ｇｉｎｅ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搜索引擎优化）基础，多租用廉价的虚拟主

机，利用免费程序设计网页，网站容易被黑客或病毒攻击，也可

能由于经济原因而被迫下线；第二，专业内容可信度相对较低。

个人站长多为基层中小医院的放射科医师，页面内容多转载于

网络或源于所在单位的病例，其专业性无从保证，站长自身业

务水平限制了站内资源的专业水平，难以满足不同层次会员的

学习需求；第三，学会网站鲜有教学资源。笔者浏览了中华医

学会放射学分会网站，截至笔者发稿前，除腹部和乳腺学组的

论坛上有一些病例外，几乎无在线教学资源，仅仅是会议通知

或网上投稿栏目；第四，专业论坛部分内容存在版权隐患。一

些成功的专业论坛，大部分资源为影像专业电子书和少量文

献，方便了专业人员下载学习，但这些资源存在版权纠纷的隐

患，资源可持续性差；第五，网站交互界面尚待提升。大多数网

站页面整体布局多不合理，页面可用性和易用性差，会员不能

轻易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源；这里笔者要提到中国医学影像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ｃｎ／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ａｐｐ），本站的“每日

病例”程序设计类似于国外权威影像教学网站 ＡｕｎｔＭｉｎｎｉｅ

（ｗｗｗ．ａｕｎｔｍｉｎｎｉｅ．ｃｏｍ）网的“Ｃ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ｄａｙ”，是专业医师在

线学习的一个亮点，本站也试图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编码

（ＩＣＤ）来建立病例资源库，但该站自２０１２年页面一直无法打

开；第六，期刊网站专业文献获取困难。杂志社网站只为投稿、

审稿之用，鲜有教学资源。目前国内专业学术期刊众多，但由

于文献版权限制，读者大多为大型教学医院的医师，大部分基

层临床医师难以获取所需文献。

尽管与国外专业网站相比，国内网站存在诸多弊端，但近

年来几家专业网站在教学资源积累和继续教育方面做出了巨

大贡献，如丁香园的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栏目吸引了广大医学影

像专业爱好者，在疑难病例讨论上，体现了论坛的互动性，展现

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互联网理念。

国内影像网络资源前景和展望

众所周知，医学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行业，医学会的年

会和教学医院的进修可以提升专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但由于时

间、地点和参与人数等诸多因素受限，远远不能满足基层放射

人员继续教育的需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临床医

师以及低年资的影像诊断医师希望在工作中实时、方便地获得

医学影像知识，以改善知识结构，提升诊断水平，提高医疗质

量。因此建设和完善专业继续教育资源网站意义重大，对我国

的医学影像继续教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影像专业网站的前景是美好的，笔者作为一名网站的园

丁，深知一个成功专业网站背后需要付出的艰辛，尤其在教育

资源的共享和整合上。因此运营一个成功的影像专业网站需

要广大同行的支持和呵护，也需要相关部门的支持。笔者提出

一些可行性的建议供大家参考。第一，学会牵头建立专业网

站：放射学会承担着本专业的学科建设和继续教育任务，以其

权威性和专业性积累在线资源，比如上传学术会议视频讲座，

整合各大教学医院的典型病例资源，定期提供疑难病例读片资

源，建立影像病例库；第二，期刊杂志引领专业前沿。影像专业

期刊引领着放射学科前沿，杂志社可以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免费

上线一些有价值的综述、编译或个案报道；第三，医学院校精品

课程规范专业基础：医学院校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免费上

线一些影像专业相关基础教学资源，规范专业基础；第四：专业

论坛提升互动交流。影像专业论坛充分进行专业讨论，提升交

流的专业性，并分类归档；第五，广大影像爱好者提升自我专业

水平，尽其所能为专业网站添砖加瓦。

笔者对未来影像网站的构建充满期待，影像网的发展和提

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网站设计注重可用性和易用

性，随着网络的成熟和发展，网站的设计也开始以技术为中心。

即以追求技术的新颖性和技巧性的网站设计思想逐渐发展为

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思想，网站的可用性和易用性等逐渐成为

网站能否吸引访客的要点。第二，专业网移动化将惠及每个放

射科医师，随着近几年３Ｇ网络的推广，４Ｇ网络也将在近期投

入使用，移动互联网的速度越来越快，在国内“人手一机”的基

础条件下，移动互联网已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不论是

从数据来分析还是从周围人群来看，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已显现

出赶超ＰＣ互联网的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ＰＣ的优势在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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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复杂的办公，而娱乐及一些简单的办公等功能均可在移动

终端进行。未来影像专业网站移动化是大势所趋。第三，互联

网会诊能方便、快捷地解决医师和患者的难题，影像诊断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图像资源，大型ＰＡＣＳ的使用使得网络会诊成为

可能，结合网络的互动性，我们有理由相信会诊网站会有所发

展；第四，互联网发挥继续教育的功能继续深化，随着专业网站

的规范化和内容的权威化，互联网继续教育为影像教学开辟了

一个在功能上、空间上及时间上交互的崭新环境，放射专业继

续教育的内容及手段会产生根本性的改变；第五，基于互联网

的科研。科研工作是医学得以进步的基础，一些专业影像网站

已开始定期更新一些学术进展和会议资讯，未来的专业网站在

科研交流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医师使用互联网获取专业知识，利用网络

进行进修、交流和科研，必然要求专业网站提供的资讯便捷、可

靠、及时和直观，这是摆在广大专业网站面前亟待完善和解决

的问题，一些困扰专业网站发展的瓶颈问题如病例资源、版权

纠纷、专业支持等方面，均需要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和积极支

持。相信在广大影像同行的积极参与下，未来的影像网络资源

将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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