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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塔依尔江·吐孙 

(阿克苏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阿克苏市  843000) 

摘要：目的：研究分析在医学影像诊断中应用医学影像技术的价值。方法：在本次研究中，将以对照实验形式开展，并将 1200 例在我院就

诊的患者纳入至研究中，分别对其实施常规实验室诊断、医学影像技术诊断，比较两种不同诊断方法的诊断准确率，同时以此为依据探析

医学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诊断中的应用效果。结果：经本次研究分析可见，医学影像技术诊断下的确诊率明显高于常规实验室诊断（P＜

0.05）；不仅如此，医学影像技术的漏诊率、误诊率也显著低于实验室诊断（P＜0.05）。结论：疾病诊断中单纯的实验室诊断无法达到良好

诊断效果，通过加强对医学影像技术的应用则能够进一步提高诊断准确性，并且还可有效降低漏诊率和误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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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据悉现阶段各类疾病高发，在对患者实施治疗前应进行

疾病诊断，确认具体病症后给予针对性治疗，可以说治疗措施的实

施是以对疾病的认知为前提。目前在对患者进行治疗前，多采用实

验室诊断，例如血常规、尿常规、体液检查等多种，通过此类检查

可以用于评估患者机体内的病变情况。但随着相关医学影像的发

展，对于疾病诊断完全可以使用医学影像技术，例如 X 线、MRI、

CT 等，其具有无创性、便捷性特点，并已经被深入应用到了疾病

诊断中，不仅如此，在针对某一疾病的诊断中，通过医学影像技术

诊断可以快速获取器官或组织内的病变图像，医生便可依据图像进

行病情诊断或评估[1]。基于此，在本次研究中便围绕医学影像技术

在医学影像诊断中的应用价值进行简单探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实施于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9 月，纳入研究对象 1200

例，均为在我院中接受疾病检查及治疗的患者，分别于妇科、消化

内科、胸外科、消化内科、呼吸内科中就诊。其中包括 785 例男性

和 415 女性，年龄介于 23~71 岁，平均（52.41±10.23）岁。 

纳入条件：①征得了患者同意，并已签署知情同意书；②患者

依从性良好。 

排除条件：①患者存在多种严重病变；②危重症者；③中途退

出者。 

1.2 方法 

对 1200 例患者分别进行常规实验室诊断及医学影像技术诊断。 

①常规实验室诊断：待患者就诊时，需询问其近期临床症状，

采取视触叩听方式检查，随后指导患者进行尿常规、血常规等常规

实验室检查。 

②医学影像技术诊断：待了解患者基本情况后，可指导其进行

医学影像诊断，例如胸外科患者，可重点对胸部器官进行影像诊断
[2]。 

1.3 观察指标 

根据不同诊断方法下的诊断结果统计确诊率、漏诊率和误诊

率。 

1.4 统计学处理 

将要在研究本次对照研究实施的过程中对所产生的数据进行

统计学处理，基于此，将 SPSS21.0 作为统计学处理工具，并计算组

间数据之间的差值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的数据资料包括

计数资料、计量资料，根据其资料类型的不同，可分别使用“±”

“%”表示，获取数据后还需对不同组别之间的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然后通过“t”或“X2”检验，确认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对于数据

差异明显且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情况可表示为（P＜0.05）。 

2 结果 

本次研究中对两种不同诊断方法的诊断效果进行了统计比较，

如结果所示，医学影像技术诊断下的确诊率明显高于常规实验室诊

断（P＜0.05）；不仅如此，医学影像技术的漏诊率、误诊率也显著

低于实验室诊断（P＜0.05）。 

表 1 诊断结果比较（n/%） 

诊断方法 例数 确诊率 漏诊率 误诊率 

医学影像诊

断 
1200 1180（98.33）13（1.08） 7（0.58） 

常规实验室

诊断 
1200 857（71.41） 134（11.17） 209（17.41） 

X2 值  20.414 11.363 8.819 

P 值  ＜0.05 ＜0.05 ＜0.05 

3 讨论 

从 1895 年伦琴发现 X 线后，医学影像技术得到了极为迅速的

发展，对于医学领域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可帮助医生从原本

的“视触叩听”诊断转变为医学影像诊断，而且可以根据患者的具

体病症情况进行针对性检查，在获取医学影像后便可由医生对图像

进行分析，从而获取患者机体内部病变情况。随着目前医学影像技

术的发展，已经有着多样化的医学影像技术，例如 X 线、MRI、CT

等，每一种医学影像技术均有其优势，例如在对骨折患者进行诊断

时，可以通过 X 线直观地获取骨折处的二维平面图像，不仅如此，

也可通过 CT 进行诊断，获取更为清晰的图像。从我国的医学影像

技术发展情况看，依然处于一个技术相对薄弱的环节，应从实际出

发，持续提升医学影像技术水平，并致力于将单项医学影像技术应

用于多种疾病的诊断中[3]。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手术已成为临床上必不可少的治疗

方法，并且手术治疗的进行需要借助医学影像技术的诊断。例如对

骨折患者行复位手术时，如若直接采取切开复位手术，将会给患者

带来比较大的损失，但若提前通过医学影像技术诊断，可以明确骨

折具体情况，这对提高手术治疗针对性、降低对患者的损伤有重要

帮助。从患者角度看，通过医学影像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提高其自

信心，几乎所有患者均会在疾病影响下形成负面情绪，并会过多地

猜疑、顾忌，医生的经验性诊断往往无法真正为患者答疑解惑，但

在进行医学影像技术诊断后，医生可直接通过具体影像图片为患者

答疑解惑，进而可以帮助提高患者自信心。 

在医学影像技术的应用中，需要医生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水

平，如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影像等，这对提高医生对医学影

像的分析能力有重要帮助[4]。在本次研究中，比较了常规实验室诊

断与医学影像技术诊断的应用价值，如表 1 所示，医学影像技术的

确诊率明显高于常规实验室诊断（P＜0.05），但是医学影像技术并

非完全有效，在实际诊断中还是要应用实验室诊断，将两者互相结

合，最大限度地提高诊断准确性，并明确患者机体病变情况及严重

程度。 

现阶段医学影像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并在疾病诊断中崭露头

角，超声诊断技术便是其中比较常用的现代化医学影像技术之一。

所谓超声诊断是借助超声波原理完成，一般可分为 A、B、D、M 及

V 型几种，最为常用的便是 B 超，例如 B 超可被用于妊娠期胎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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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情况的诊断，可以及时发现胎儿发育畸形。在超声诊断技术的应

用下，可以直接对病变部位进行超声波扫描，并通过接收器获取超

声波的反射情况，最终能够绘制成相关图像，医师可以借助图像完

成对疾病的诊断[5]。目前看来，超声成像技术依然是临床上医学诊

断的“主力军”，例如在体内肿块的诊断中，可以借助高频率超声

成像技术进行诊断；再如肝胆胰疾病、乳腺癌等疾病中也有对超声

成像技术的应用。当下，胆类疾病发病率较高胆结石、胆囊炎便是

比较常见的胆类疾病，常规诊断时多采用 X 线，但 X 线技术在诊

断胆类疾病时诊断效果略逊于超声成像技术，并且随着超声成像技

术的发展，在子宫、前列腺等部位的诊断中将会有更加深入的应用。

另外，超声成像技术还可与相关超声造影剂配合使用，达到短时间

内提高诊断效果的目的。 

X 线诊断时可以获取二维图像，其技术原理与超声诊断技术有

相似性，在具体应用时，需首先进行激光 X 线照射，在光电转换器

的帮助下完成从光信号到电信号的转变，这一过程便可通过电信号

绘制图像，从而获取到一张 X 线片。从医学影像技术的实际应用情

况看，X 线技术具有较高的精准度，并且应用范围最为广泛。虽然

X 线片的具有较高的应用优势，但也会因不同的人体密度或人体厚

度而影响检测结果，因此其依然有比较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在软组

织的诊断中，X 线有比较高的漏诊率和误诊率；不仅如此，在 X 线

诊断时还可能会出现辐射情况，因此为保障患者安全性，一般禁止

将 X 线应用于腹腔器官、中枢神经的检查。 

相比 X 线与超声诊断技术，CT 诊断技术是一种相对比较先进

的医学影像技术，目前也在临床上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近些年来，

信息化技术被应用到了几乎所有领域中，医学诊断方面，在加入对

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应用后，形成了以计算机平台、图像显示系统、

扫描系统及存储系统为主的 CT 诊断技术。在对患者使用 CT 诊断

技术进行疾病诊断时，可以将扫描系统获取的信号通过计算机平台

进行处理、整理，最终可形成 CT 图像，相比 X 线，CT 有更高的诊

断深度，现如今的 CT 诊断技术具有操作便捷、可靠性高的特点，

而且还有较强的安全性[6]。据悉，当前 CT 已经被深入应用于肿瘤、

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的诊断中，例如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

可首选脑 CT 进行诊断，其可以准确显示患者颅脑损伤情况，例如

脑积血、脑出血、骨折等，这对医生后续的临床诊断及治疗均有重

要意义。 

除以上超声、X 线、CT 外，磁共振成像技术（MRI）也是现阶

段发展速度比较快的一种医学影像技术。MRI 具体应用时，可借助

原子核与人体内部组织的相关性原理，即核磁共振，进而实现获取

病变部位图像信息的目的。其实，在 MRI 设备中，患者会处于一个

静磁场中，MRI 设备会随之对患处发射脉冲射频，这一过程中设备

发出的电磁波可以直接对人体部位进行探查，发展到当前，MRI 已

经有非常清晰的图像，诊断准确性高，尤其是对于一些软组织部位

的检查，MRI 更能够有效弥补其他几种诊断方法的缺陷。例如，对

肝脏、肺部、外部创伤等部位的检查均可使用 MRI，再如中枢神经、

骨关节、颅脑位置等也可通过 MRI 检查，使得医师可以通过 MRI

图像获取病变部位的血管结构及其他软组织图像。 

目前医学影像技术在持续发展中具有专业互补性特点。随着时

代的发展，医学影像技术已经成为医学影像诊断中的关键，两者之

间具有极强的联系性与互补性，可以说医学影像技术是医学影像诊

断的基础，通过持续提高医学影像技术水平便可促进医学影像诊断

的提升。CT、X 线、MRI、超声成像技术等医学影像技术均已在医

学影像诊断中有深入应用，每一医学影像技术均有其优势和不足，

在实际应用时，应根据患者病情的具体情况合理选择医学影像技

术，在保障诊断有效性的同时兼顾经济性和便捷性。随着未来医学

影像技术的持续发展，医学影像诊断领域也要随之持续发展，实现

两者之间的互相促进，以进一步发挥医学影像技术和医学影像诊断

的价值。 

目前医学影像技术及医学影像诊断的发展面临有诸多挑战，首

先便是人才素养方面的挑战。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各行业领域均

在持续发展中，为应对未来愈加复杂、繁琐的医学影像诊断工作，

医学影像技术和医学影像诊断领域均应加快人才培养，培养更多的

人才。现阶段，医学影像技术发展迅速，相关医学影像设备在逐步

朝着数字化、专业化的方向持续发展，这对医学影像技术及医学影

像诊断领域来说是一个挑战，其必须要具备高素质人才，以便于适

应愈加先进化的医学影像技术。基于此，医学影像专业人员应在未

来发展中持续提高自身专业素质水平，例如加强对医学影像技术及

专业设备的学习，尤其是专业设备，争取早日掌握先进技术，便于

在日后的医学影像技术应用中可以做到“得心应手”。其次便是技

术发展上的挑战。虽然近年来我国在医学影像技术方面有比较快速

的发展，但很多核心技术依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仍旧可能受制

于人，进而可能会给我国的发展形成制约。基于此，在我国医学影

像技术的未来发展中应持续提高关注度，增加资金投入，使医学影

像技术能够有更为快速、持续的发展，并尽快将先进研究成果应用

到医学影像技术及医学影像诊断中。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X 线、CT、MRI、超声等医学影像技术

已经被深入应用到实际诊断中，对促进医学影像诊断的发展有重要

帮助。经本次研究分析看，医学影像技术对疾病的诊断准确率显著

高于常规实验室诊断，对此应将医学影像技术作为首选诊断方法，

并配合实验室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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