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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放射科医师使用网络来学习，因此网站所提供的内容是否可靠和可信，以及界面是否友好

是至关重要的。了解常用的放射学网站有助于放射科医师和学生更容易地获得可靠的网上放射学资源。本文将对网上

的相关放射学资源进行综述，并将重点推荐一些读者不熟悉的网络服务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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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放射学教育一直处于飞速发展中，可谓振奋人心。目

前互联网上累积了大量的放射学资料［１］。调查显示［２］，９７％的

放射科医师使用网络进修，４２％每天至少上一次网。尤其值得

关注的是，８４％的受访者表示，近３年来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

网络来搜集放射学信息［２］。根据我们的定义，广泛发布放射学

各类相关信息资源的网站都属于放射学教育的范畴，包括医学

继续教育（ＣＭＥ）、病例分析讨论，疑难病例求助等等。

随着越来越多的放射科医师使用网络来学习，因此网站所

提供的内容是否可靠和可信，以及界面是否友好是至关重要

的。使用搜索引擎如“谷歌”来查找放射学资料往往效率低下，

因为需要从其给出的海量链接中进行筛选和甄别［３］，用户一般

很难准确找到所需要的网站，可能会因此错过重要的资讯。了

解常用的放射学网站有助于放射科医师和学生更容易地获得

可靠的网上放射学资源。本文将对网上的相关放射学资源进

行综述，旨在帮助读者在获取网络资源时提高效率，并将重点

推荐一些读者不熟悉的网络服务和程序。

网站选择

网站选择标准参照Ｄａｒｍｏｎｉ标准和Ｓｃａｒｓｂｒｏｏｋ等的网站

评价图表［４］。表格中列出了所有的评价指标以及每一项的评

分标准。本文对总分排名前１０位的网站进行了评述。我们所

选择的这些标准均围绕网站评价的关键性问题，例如网站的负

责人是谁，是否代表有信誉的学术机构或是私募基金。同时也

对网站的目标人群、网站内资源的价值和网络服务进行评价，

例如，相关信息及其链接是否及时、准确，更新频率如何，信息

的来源，是原创网站还是门户网站，以及相关的技术维护［４８］。

我们运用谷歌进行搜索，关键词设为“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筛选出一系列网站，再根据上述的标准评选并且复

习以往有关放射学网络资源的相关文献，最后一共筛选出６０

余个符合条件的的网站，对其中排名前１０位的网站进行评述。

前两位作者（Ｔ．Ｂ．和Ｓ．Ａｒｏｒａ）分别独立完成评述并列出其评

选的前１０个网站。第３位作者（Ｓ．Ａｔｈｒｅｙａ）对这两份评述进行

整合并最终确定本文中所介绍的１０个网站。

运用相同的方法来挑选选放射学各分支学科的教学资源

网站，每一个亚学科列出５个符合要求的网站，并选择其中的１

个进行评述。亚学科主要分为５类，包括儿科、乳腺、胸部、神

经和急诊放射学。如果没有符合条件的亚学科网站，评述会被

省略。有时为了说明网站的某个亮点，会对相关网页进行截

图。由于篇幅限制，无法对所有放射学相关网站进行一一评

述，因此有可能会漏掉一些优秀的网站，在此我们谨表歉意。

表１　网站选择标准

标准 说明

网站负责人处理和反馈信
息

如果没有反馈信息网站评
分较低

目标人群
直接服务于医学领域的专
业人士

商业广告及资金来源
是否显示资金或赞助来源，
商业性网站排除在外

近７天是否更新
如果更新频率低，网站评分
较低

原创网站还是门户网站
网站内容为原创还是其他
网站资源链接的集合

内容质量
通过与其他网站比较来判
断

站内搜索引擎
如果网站内无搜索引擎，评
分较低

相关资源的有无提供信息
的原始出处

如果能提供信息的原始出
处，评分较高

同行评价（如果能查询到）
评估同行评价的内容并相
应打分

视觉效果
对网站视觉效果的主观评
价

错误
网页上是否有明显的技术
性错误

帮助页面或网站地图
如果没有帮助页面或网站
地图将会扣分

超链接是否有效 如果失效将扣分

适航性
是否能便捷地检索具体内
容以及返回登陆页面

教育资源网站

１．ＡｕｎｔＭｉｎｎｉｅ：ｗｗｗ．ａｕｎｔｍｉｎｎｉｅ．ｃｏｍ）

简介：为医学院校学生、住院医师、放射科医师及其他临床

医师提供放射学的最新资讯及大量的示教病例。优势：首页展

示版块有当日最新资讯，每日一案的病例，在线商铺链接，参考

文献电子图书馆，医学继续教育（ＣＭＥ）数据库和会议资料查询

数据库。在教学版块的 ＡｕｎｔＭｉｎｎｉｅＴＶ中，有放射学最新资讯

的视频播报。

不足：在示教过程中，对用户特别是初学者提出的思考问

题较少，不利于他们提高实践技能。主页各类信息和广告繁

多，排版较为密集。

特色：求职版块中有各种招聘信息（主要在美国），受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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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Ｒａｄｑｕｉｚ．ｃｏｍ的页面，使用ＧｏｏｇｌｅＰｉｃａｓ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插件读取。

射专科医师、住院医师和医学院校学生的欢迎。

印象：在这个网站，用户能比较容易获取最新的资讯，医师

和学生间的相互交流也比较便利。将其作为一个教学资源网

站，从这个层面上看，它没有提供很多的实践检验和方法用于

自我评估。多样性的资讯和主题适合各个层次的放射科医师

阅读。对于初学者，它有助于入门和提高。综上所述，该网站

是互联网上提供放射学链接和资讯最丰富最全面的网站。

２．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ａｄｉｌｏｇｙ（ｈｔｔｐ：／／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ｅｄｓｃａｐｅ．ｃｏｍ／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简介：网站包含放射学相关的基础性文章和图像，更适合

在校学生和住院医师，对于有一定经验的放射科医师来说会比

较简单。

优势：该网站属于 ＷｅｂＭＤ（备注：ＷｅｂＭＤ是美国最大的医

疗健康服务网站）旗下，数以百计的专业学术论文按照系统分

类排列。每篇文章均较好地综述了某种疾病的相关知识，并附

有相应的所有相关检查的高质量的图像。

不足：一些文章非常长，难以迅速捕捉到要点。

特色：文章质量高，对疾病的讲解全面，并不仅仅是与影像

相关的知识点。病例按字母顺序排列，方便放射科医师和学生

查询和学习。

印象：这是一个出色的综合性网站，对某一病种的深入学

习非常有帮助。当遇到疑难病例时，可将其作为查阅资料的首

选网站。

３．ＭｅｄＰｉｘ医学图像数据库（ｈｔｔｐ：／／ｒａｄ．ｕｓｕｈｓ．ｅｄｕ／ｍｅｄ

ｐｉｘ／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简介：该网站是一个影像图像数据库，用户可以进行自测

练习。对住院医师和放射科执业医师来说非常实用。

优势：该网站设计简洁，用户按器官系统可以迅速选择到

合适的病例进行学习。目前网站内的病例涵盖近７０００种疾

病，每例均有完整的病史和各种影像学检查的图像，，并有测试

模式。网站内有超过５００００帧图像，这一资源优势使网站独具

特色，用户可以通过在线教学和测验获得医学继续教育（ＣＭＥ）

学分。每个病例在发布之前均经过了同行评议，并提供了类似

院内讨论的分析小结，质量非常高。

不足：用户一旦离开了主页则很返回，也很难链接到网站

的其他内容。从审美角度看，网站的颜色搭配不太专业，对其

可信度有一定影响。

特色：网站的在线指导模式为各个病例提供了深入的分析

讨论。选择相应的器官系统即可在测试模式下进行病例学习。

每次的得分均有记录，用户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在线的学术

讨论会议也会提供一些病例，并有相应的讨论和分析。

印象：作为教学工具，该网站收集的都是经典病例，而且排

列有序。但网站布局和页面设计非常一般，甚至有些落伍。尽

管主页的设计一般，，但网站的教学模式和病例归类对用户来

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４．Ｒａｄｉｏｌｏｐｏｌｉｓ（ｗｗｗ．ｒａｄｉｏｌｏｐｏｌｉｓ．ｃｏｍ）

简介：该网站是专业的网络教育网站，内含各种讲座和病

例，并设有论坛加强会员之间的互动。

优势：该网站为放射专科医师和学生设置了社交网站的功

能，类似于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ＬｉｎｋｅｄＩｎ以及ＹｏｕＴｕｂｅ。网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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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板块包括发布各种讨论话题的论坛（上）、每日更新的特殊

病例、相关研究资料的链接、对用户的技能进行形成性评价的

教学工具等。

不足：网站定位是国际性的资源网站，但针对性不强，因此

对于放射科医师而言，在网站内查找与其所在领域紧密相关的

资讯会比较困难。

特色：尽管网站资源丰富，导航能力不敢恭维，但用户可以

通过创建帐号和观看视频介绍熟悉网站操作，从而迅速查找到

所需的资料。

印象：该网站具有社交网站的许多功能，比如：兴趣群组、

论坛、与其他网站分享的插件等等，并可以链接到其他专业相

关网站（比如求职网站，ＣＭＥ资讯等）以及多媒体电子阅览室。

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调整关注的内容，以满足自身需要。

５．ＲａｄＱｕｉｚ（ｗｗｗ．ｒａｄｑｕｉｚ．ｃｏｍ）

简介：该网站提供的放射学资讯和病例按照器官系统或成

像方法排列，适合医学院在校学生、住院医师、放射科医师和其

他临床医师。

优势：每个器官和系统大约有４～２０篇教案，内含超过

２０００个病例。每个病例包括一张正常的图像和一张同部位的

有病变图像，并附有详细的图像描述和诊断。

不足：没有独立的网页标出在线人数和更新频率等等。

特色：该网站设有单独的版块，提供大量的链接，包括职业

生涯规划，免费在线图书、ＣＭＥ资讯和推荐阅读书目。同时设

有每日一例和每日一则放射学最新资讯的今日要闻栏目。

印象：该网站为准备考试或者希望提高诊断经验的学习者

提供了大量的学习病例（图１）。网站的主要定位就是作为病例

学习的资源网站，同时也提供额外的链接，使用户能便利地获

得大量相关信息，如招聘信息、专业新闻或该网站上未提供的

放射领域的各个方面的资讯。

６．ＲａｄＲｏｕｎｄｓ（ｗｗｗ．ｒａｄｒｏｕｎｄｓ．ｃｏｍ）

简介：该网站通过病例和视频进行在线专业培训，并设有

论坛供用户交流。适合住院医师和放射科医师。

优势：该网站是一个放射学的社交平台，用户可以相互交

流并结识有共同兴趣的新朋友，还可以建立自己的专业资料档

案，并且可将其链接到其它社交网站，比如 Ｔｗｉｔｔｅｒ和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站内的教学资源采用各种媒体形式展示，如图像病例、

视频和论坛等等。站内还有详细的招聘信息，并提供了大量与

其他教学资讯和专业新闻的链接。

不足：未按照检查方法或者器官系统将病例归分类管理，

用户难以选择某一病种进行学习。

特色：网站类似于社交网站，采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和ＬｉｎｋｅｄＩｎ的

网站模式，采用各种形式展示病例，经过同行评议，选出最受欢

迎的病例。网站内拥有的接近３０００个病例均有分析和讨论。

用户可以上传病例和视频向同行求助或共同讨论学习。

印象：网站是出色的放射学社区，用户可以上传资料，参与

论坛讨论。多样的讨论形式使网页趋向娱乐化，用户可以获知

专业内的最新资讯。病例分类不明确是其不足之处。随着在

线数据的增加，对病例整理、分类和提供检索是必然的需求。

影像资源导航网站

１．ＡＲＲＳＧｏｌｄｍｉｎｅｒ（ｈｔｔｐ：／／ｇｏｌｄｍｉｎｅ．ａｒｒｓ．ｏｒｇ）

简介：该网站是一个资讯门户网站，可链接至各类可信度

高的影像图像，与医学主题词表（ＭｅＳＨ）搜索格式兼容。适合

住院医师、放射科医师以及其它专业的临床医师。

优势：网站设计简洁，用户输入简单的关键词即可迅速开

始搜索图像，并且检索结果可以分类保存。用户亦可按专业期

刊、检查方法和患者分类来进行搜索和查阅。放射专科医师可

以输入临床常用短语代替关键词进行搜索，为工作中遇到的病

例搜索到相关资料。该网站链接的图像质量比较高，并且容易

访问。

不足：对初学者来说，所提供的资源比较散乱，缺乏正规的

教学工具或架构。

特色：＂ＨｏｔＬｉｇｈｔ＂是网站的一大特色，用户可先确定一个

首选的数据库，再进行搜索，网站即可优先提供此数据库中的

相关资讯。例如，搜索 ＡＲＲＳＧｏｌｄｍｉｎｅｒ，首先得到的是大量的

文献，用户选择某数据库后，即可激活ＨｏｔＬｉｇｈｔ模式，继而在所

选的数据库中进行二次搜索，从而得到所需的文献；可用的数

据库包括ＰｕｂＭｅｄ、ＭｅＳＨ和ＲａｄＬｅｘ。

印象：该网站易于使用，资源丰富，几乎涵盖了放射专科医

师可能遇到的所有类型的病例。图像资源是其亮点，用户通过

关键词检索能方便地获取所需的图像，并可看到每周点击率最

高的图像。检索结果的准确率比较高。该网站操作简便，可以

用多种语言进行检索，对全球的用户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

的网站。

２．放射学教育网（ｗｗｗ．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ｍ）

简介：该网站是一个资讯门户网站，分类清晰地列出了各

种教学资源，任何用户均可在此找到合适的资料。

优势：网站类似于一个图书馆，提供大量实用的在线教学

资源，按照教材、解剖图谱、播客进行分类。网站布局简洁，用

户能更容易获取适合水平的培训资料或感兴趣的器官系统的

相关资源。站内的＂互动＂版块提供了许多相关网站和论坛的

链接，如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Ｃｏｍｍｏｎｓ、Ｒａｄｉｏｐｏｌｉｓ、ｒａｄＲｏｕｎｄｓ、ＡｕｎｔＭｉｎ

ｎｉｅ和Ｓｅｒｍｏ。

不足：网站页面的色彩单调，缺乏多样性的服务。作为一

个门户网站，有些链接指向了没有经过验证的资源或图像。每

个大类里的资料仅仅按字母顺序排列。

特色：拥有“创建”子版块，可允许用户创建自己的资料库，

并可以上传自己感兴趣的病例。

印象：该网站是一个普及型的资源门户网站，适用于还没

有找到最合适自己的在线资源的用户。网站布局合理，在“学

习”版块，用户可以链接到数百个网站，浏览各个器官系统和不

同类型的影像图像。对于有特定学习需求的用户来说，利用此

网站来入门是非常合适的，但不适合长期使用。

３．放射学检索网（ｗｗｗ．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ｔ）

简介：此网站是一个提供各种专业相关资讯和招聘信息的

门户网站。适合医学院校学生、住院医师、影像专科医师和其

他临床医师。

优势：该网站比较好的版块是发布放射领域最新资讯的子

版块，尤其是提供１４０多种放射学期刊的论文摘要。用户可以

通过站内的搜索引擎设置查询条件，准确查找所需的专业网

站、资讯或期刊。

不足：网站的设计一般，色彩搭配欠佳。新闻类文章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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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在ＡＲＲＳＧｏｌｄｍｉｎｅｒ中的搜索结果和相应图像。

题不够突出，用户不易迅速发现感兴趣的内容。

特色：可以进行文献和图像的综合搜索，图像按检查方法

分类，用户还可以选择经过同行评议的图像。

印象：该网站信息的主要来源是Ｒａｄｉｏｌｏｐｏｌｉｓ．ｃｏｍ，但是此

网站单纯是一个信息源，站内可以看到相应的链接。用户可以

在这个网站迅速查找到某一具体疾病的详细资料。网站更新

比较慢，访问量不大。

４．ＹｏｔｔａＬｏｏｋ（ｗｗｗ．ｙｏｔｔａｌｏｏｋ．ｃｏｍ）

简介：该网站是一个信息门户网站，可链接到相应的可靠

图像资源，适合住院医师、影像专科医师和其他临床医师浏览。

优势：网站设计简单，便于用户搜索。数据库与期刊、网站

和教科书等链接良好，各类用户均可找到其所需的资料。可以

对检索结果进行二次检索，设定相应的条件，比如图像类型、医

学继续教育、会议记录、产品等等。

不足：显示搜索结果的字体较小，视觉效果不佳。

特色：该网站可以使用超过３０种语言访问。网站开发人

员致力于获取用户的反馈，希望扩大网站的影响力。网站将用

户搜索到的图像以幻灯片的形式自动播放，这是一个很好的方

法，将所有类型的图像整合到一起，用户从病例中获取资讯显

得更为积极。网站最新设置的 ＹｏｔｔａｌｏｏｋＲｅａｄｅｒ栏目，是一种

简易网络聚合（ＲＳＳ），广泛搜集最新的在线放射学病例、资讯、

博客和期刊文献，从而保证了资源的及时更新。。请参阅早前

Ｐｏｍｅｒａｎｔｚ
［１１］的文章，其内详细介绍了读者群和ＲＳＳ。

印象：用户在 ＹｏｔｔａＬｏｏｋ上可以较为便捷地获取大量资

料，如需搜索特定的病种，进行相关选项的设置即可获取更加

深入的文献及图像资料。网站内丰富的资料来源，能为用户提

供最合适的各类资料。ＹｏｔｔａＬｏｏｋ与 Ｇｏｏｇｌｅ相比，更为优越，

因为其搜索的结果只限于来源可靠的专业期刊、图像和文献。

亚学科教学资源网站

１．美国急诊放射学会网站（ｗｗｗ．ａｓｅｒｏｎｌｉｎｅ．ｏｒｇ／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ｔｏｃ．ｈｔｍ）

简介：该网站内提供了与急诊放射学相关的一系列参考文

献和推荐教材，按照器官系统的顺序排列。网站适用于医学院

校学生、住院医师、研究生、影像专科医师和其他临床医师。

优势：与美国神经放射学会网站相似，美国急诊放射学会

网站以列表的形式显示不同的主题，每个主题均提供来自同行

评议的专业期刊的推荐阅读材料。基本涵盖了所有急诊放射

学的内容，按照器官系统的顺序排列。各个章节有相应的示教

病例的链接，但只有会员才有阅读权限。

特色：网站列出了急诊放射学相关的推荐教材。

不足：每个章节的期刊文章排列欠佳，读者需要逐个阅读

文章标题来寻找相关文献。

印象：学习急诊放射学相关课程的非常实用的的网站，其

内的专业文献按器官系统的顺序排列。

２．美国神经放射学学会网站（ｈｔｔｐ：／／ｍｅｍｂｅｒ．ａｓｎｒ．ｏｒｇ／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简介：该网站是神经放射学文献的网址汇集，其专业水平

最适合于住院医师、研究生和放射专科医师。

优势：美国神经放射学会的课程向会员和非会员开放。它

设有三个大类：“影像策略”、“介入”、“知识库”。每一个大类根

据不同的主题再细分为多个小类。在每一个主题内，用户可选

择他们想查阅的期刊，所选择的期刊内的所有相关文献即可显

示出来，尤其是相关主题的综述文献。＂知识库＂是三大类中内

容最为丰富和全面的，包括“颅脑和颅盖骨”、“头颈部”、“脊柱”

三个亚类。

特色：每篇文献都设有超链接，访问便捷。此外，网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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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神经放射学教育资源网站搜索”的小工具。

不足：在加载课程内容的列表时需要安装插件。与“知识

库”比较，“影像策略”和“介入”两部分的内容较少。

印象：是查找神经放射学期刊综述文献的一个非常不错的

工具。

３．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临床儿科放射学网站（ｈｔｔｐ：／／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ｒａｄｉｏｌｏ

ｇｙ．ｃｃｆ．ｏｒｇ）

简介：该网站收集儿科放射学的病例，包括病史和图像。

适用于住院医师，研究生、放射专科医师。

优势：是儿科放射学的免费学习资源，拥有来自４７个国家

超过１６０００名会员。站内的＂ＩｍａｇｅＧａｌｌｅｒｙ＂版块独具特色，用

户可以快速浏览儿科放射学的一系列教学病例。图像排序按

照器官系统和主题模块的顺序。每一个病例均提供原始图像，

并有鼠标标注功能，用户用鼠标划过病变位置即刻获得注释。

点击相应的标题亦可显示描述和诊断。此功能方便用户在得

出诊断之前选择相应的可见信息。该网站同时具备检索某一

具体病例的功能。

特色：所有病例均有最后的病理诊断。网站的页面设计正

在改进中。

不足：病例的分析说明比较少。

印象：对准备考试的学生和正在进修的放射专科医师来

说，“ＩｍａｇｅＧａｌｌｅｒｙ”可以快速回顾儿科放射学的各类病例，是一

个很实用的工具（图２）。

４．华盛顿大学乳腺放射学网站（ｗｗｗ．ｒａ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ｅｄｕ／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ｍｂｉ／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ｍｍｏ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ｆｉｌｅｓ）

简介：该网站内有一个乳腺影像病例的数据库，适用于医

学院校学生和住院医师。

优势：站内有１２２个教学案例。每个案例均要求读者对其

进行描述并作出诊断，并对正确选项进行详细的分析，各个诊

断选项亦有解释说明。

特色：网站以教学病例为主，每个病例给出一系列图像，并

给出一些与诊断和治疗相关的自测题目。用户通过站内的问

题和选项，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到案例学习中。

不足：网站内容不多，部分网页内容不完整，更新频率低。

很多病例没有说明是否获得病理诊断。

印象：该网站是一个乳腺放射学的教学病例网站，所提供

的病例基本覆盖了各种病理特征的乳腺病变。

５．胸部放射学会在线教育资源网（ｈｔｔ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ｏ

ｒａｃｉｃｒａｄ．ｏｒｇ／ｏｎｌｉｎｅ＿ｅｄｕ．ｈｔｍ）

简介：该网站收集胸部放射学相关的一系列讲座，适用于

住院医师、研究生、放射专科医师。

优势：网站内提供每年胸部放射学会年会上的各类发言和

讲座，会员和非会员均可浏览。讲座分为心脏影像，肺部影像

以及综合影像三大类，每个大类中再细分。每个讲座对所选主

题进行了全面的综述，以幻灯的形式播放，用户可以自主控制

进程。

特色：讲座所引用的文献均为最新的专业文献（近五年）。

不足：网站的主要内容就是胸部放射学会提供的讲座，缺

少其他方面的资源，而且站内没有搜索引擎。

印象：该网站搜集胸部影像相关的专题讲座，有一定的实

用性。

结论

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放射科医师倾向于在网上查找放

射学教育资源［１］。随着网络资源的增加，对放射科医师而言，

掌握网络上各种便利和可靠的工具十分必要。本文列出了使

用频率比较高一系列重要的网络教育资源，希望能对读者有所

帮助。如果其中某些超链接失效，可能是由于网站更新，主页

变更，请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即可查找到新网址。如需

进一步了解其他放射学相关的网络资源，参阅本杂志的 Ｎｅｔ

Ａｓｓｅｔｓ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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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文原文见英文版《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２６１：３５０３５６；ＤＯＩ：１０．

１１４８／ｒａｄｉｏｌ．１１１０１４２６。《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由北美放射学会主办和发

行，Ｉｎｃ（ＲＳＮＡ）．＠ＲＳＮＡ２０１１。本文的翻译和付印已获得

ＲＳＮＡ的授权。ＲＳＮＡ对中文翻译稿中不准确或错误之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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