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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技术不断进步，医学

影像技术在临床中被广泛应用，该技术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疾病诊断难度，为疾病诊断提供可靠依据。现代临床

中的医学影像技术已经十分多样，包括 X 射线、超声波、

CT 摄影、MRI 等多种技术 [1]，各种技术的实际应用也较

为成熟，能够有效且无创地将患者身体内部病灶的情况

以图片或者动图的形式清晰的展现出来。相较于常规的

问诊、体格检查、简易实验室检查来说，在诊断准确性

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能有效减低漏诊率，本文就对这

其中的临床价值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研 究 时 间 为 2019 年 9 月 — 2020 年 9 月， 研 究 对 象

为在我院接受相关检查的 100 例患者，对其进行分组探

究，根据检查方法将其分为影像组与常规组，各 50 例，

影像组男性患者 26 例，女性患者 24 例，其中年龄在 26

岁～ 68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6.18±1.96）岁；常规组

男性患者 24 例，女性患者 26 例，其中年龄在 25 岁～ 67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6.33±1.99）岁，两组患者间基

础资料无显著差异（P ＞ 0.05），可进行对比，所选患者

均符合本次实验的要求，且患者及其亲属充分了解实验

的内容及可能出现的后果，并自愿参与本次实验。

2. 方法

常规组：常规疾病仅进行常规诊断，医护人员对患

者表现症状进行观察，并通过血常规、尿常规等手段对

患者生理指标进行检查，综合分析患者情况，进而对疾

病进行诊断 [2]。影像组：影像学技术，对患者使用 X 线

摄影技术、CT 扫描技术，对患者可疑病灶进行照射、扫

描，观察患者影像学技术检查结果，利用影像学技术书

软件对结果进行分析，对患者体内数据与标准数据进行

对比，对疾病进行诊断。

3. 观察指标

统计并记录两组患者诊断结果，对比两组疾病漏诊率

和误诊率，并从恶性淋巴瘤、子宫肌瘤及鼻咽癌的诊断对

两组疾病诊断中的真阳性率（真阳性/（真阳性＋假阴性）

×100%）进行分析，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开展本次实验。

4. 统计学处理

将以上实验数据进行 SPSS 20.0 软件分析，计数资料

采取（%）表达，X2 进行检验，当检测结果 P ＜ O.05 时，

则表明本次实验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两组患者疾病漏诊率及误诊率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相比常规组，影像组疾病诊断漏

诊率较低，常规组漏诊率为 16.00%，影像组漏诊率为

3.00%，两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相比常规组，影像组误诊率较低，常规组误诊

率为 20.00%，影像组误诊率为 11.00%，两组之间差异较

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疾病漏诊率及误诊率（%）

组别 疾病漏诊率 疾病误诊率

常规组 16.00 20.00

影像组 3.00 11.00

P ＜ 0.05 ＜ 0.05

2. 两组真阳性率比较

相比常规组，影像组在恶性淋巴瘤、子宫肌瘤及鼻咽

癌的诊断中的真阳性率较高，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三、讨论

从当前的医院事业发展状况来看，医学影像诊断已

经成为临床诊断中的主要诊断方式。这主要是由于医学

影像技术涵盖的技术内容较广，可以实现对大部分病例

的诊断工作。可以说，医学影像诊断离不开医学影像技

术的大力支持，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3]。而在临床

影像诊断中，诊断结果的准确性是对医学影像技术水平

的直接体现。在医院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二者均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推动医院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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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在临床治疗中，医学影像诊断与医学影像技术的

应用可以使诊断效果更加明确，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也

更加明显。

采用计算机 X 线摄影技术进行临床诊断的过程中，

是采用 X 线对人体进行照射，使其图像投影到影像版上，

之后借助激光成像技术和数据转换器形成图像。在实际

诊断的过程中，医生可以依据图像信息实现对病症的准

确诊断。计算机 X 线摄影技术，在针对骨骼疾病的诊断

工作中表现出了突出的应用优势，可以对大部分脊柱类

疾病和颅骨类疾病进行准确诊断。然而，在实际诊断的

过程中，X 线摄影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对患者机体造成一

定的损伤。但针对腹部器官和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进行诊

断时的应用价值却相对较小。为此，在借助计算机 X 光

线进行诊断的过程中，还需要医生对患者的疾病情况进

行初步了解，适当选择适合的影像技术进行病情诊断。

核磁共振诊断技术在影像临床诊断技术中的应用核

磁共振检查是一种常规的影像检查方式，对人的健康没

有危害，但是有部分人群不能做核磁共振检查：佩戴有

心脏起搏器者、眼球内有金属异物者、做过动脉瘤银夹

结扎术者、体内有金属者、危重患者、有幽闭恐惧症患

者、孕三月以下的孕妇。核磁共振的成像参数较多、图

像清晰、扫描快和分辨率高等特点，这些优点可帮助医

生提早诊断出病变，为肿瘤及心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做

出重大贡献。由于核磁共振利用到的物理原理，进行这

项检查的患者不能佩戴金属物件，体内有金属物件的患

者不能进行此项检查。而且做腹部检查时需要患者空腹，

不过可以大量饮水。

CT 技术主要应用于中枢系统疾病、腰椎间盘突出、

肿瘤、脑血管疾病、头部疾病与心血管等疾病诊断中，

利用 CT 技术将患者病灶部位图像进行呈现，从而为临床

诊断提供可靠依据。X 线摄影技术主要应用于骨骼疾病

诊断中，该技术对颅骨类疾病、脊柱类疾病诊断准确率

较高。但该技术在诊断过程中可能会对患者机体造成一

定损伤，在使用该技术进行诊断时，需对患者病情进行

初步了解。超声成像技术在肿瘤疾病诊断中具有加高应

用价值，特别是对浅表淋巴良恶性与乳腺恶性疾病的诊

断，此外超声成像技术可采用微型探头，进入患者消化道

内，对肿瘤初期情况进行诊断，利用微型探头可对病灶范

围与深度进行分析，从而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依据。

超声诊断技术是利用超声波应用于患者，通过测量

来了解人体的结构组织的数据和形态，及时发现疾病。

超声诊断操作简单，对患者来说无痛无害、直观，与 X

射线、CT 扫描、核磁共振并称四大医学影像技术。用于

医学影像技术的超声波主要是脉冲反射技术，超声波诊

断技术向彩色显示和三维显示又跨近了一步。超声检查

分为 A、B、C、D、M、V 型：（1）A 型超声检查，是超

声束以线状进入人体，在不同的器官组织结构上产生不

同强度的反射，由距离不同和回波不同的反射波组成曲

线组，根据这些反射波的幅度、位置和组合状态可分析

该部位是否病变。（2）B 型超声检查，是应用范围最大

的检查，以这种方式显示出来的图像即清晰又有层次。

（3）C、V 型超声检查，是在电脑技术相当发达的前提下

发展出来的超声技术，是切面和立体超声。（4）D型超声

检查主要是利用多普勒效应，这类检查主要用于检查动态

的器官或者体液。（5）M型超声检查加入了锯齿波，主要

用于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可将心脏的动态曲线显示出来。

医学影像技术与医学影像诊断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从当前的医院事业发展状况来看，医学影像诊断已经成

为临床诊断中的主要诊断方式。这主要是由于医学影像

技术涵盖的技术内容较广，可以实现对大部分病例的诊

断工作。可以说，医学影像诊断离不开医学影像技术的

大力支持，二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而在临床影像诊

断中，诊断结果的准确性是对医学影像技术水平的直接

体现。在医院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二者均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对于推动医院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本次实验意在对医学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诊断中的

临床应用价值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常规组漏诊率

为 16.00%，影像组漏诊率为 3.00%，两组之间存在明显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常规组误诊率为

20.00%，影像组误诊率为 11.00%，两组之间差异较大，

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经本次研究表明，医学影

像技术与诊断之间具有互补性，医学影像技术准确率越

高，技术性能越好，医学影像诊断准确性越高。医学影

像技术在医学影像诊断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其能

够降低疾病诊断的难度，减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缓解

医护人员的压力，确保医护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保证

医护工作的针对性和合理性，进而实现疾病漏诊率和误

诊率的大幅下降。因此，医护人员应高度重视医学影像

技术在医学影像诊断中的应用，切实提高疾病诊断工作

开展水平，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确保患者的生

命健康。此外医学影像诊断结果可对影像技术诊断与成

像过程中存在问题进行反馈，及时采取整改措施，不断

弥补医学影像技术，可提高医学影像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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