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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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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医学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诊断中的临床应用。方法：选取 2019年 9月-2020年 9月到院进行疾病检查的患者 116例，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8例。对照组采取常规诊断方法，观察组采取医学影像检查方法。比较两组患者的疾病检出
率。结果：观察组患者疾病检出率为 96.55%，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79.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多种疾病的诊断当中，
利用医学影像技术进行医学影像诊断，能够提供更加充分的依据，提高疾病检出率，临床应用效果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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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而准确
的疾病诊断是及时治疗疾病，保证人们健康的重要基础。在现代医
学当中，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在各类疾病的诊断与治疗中都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医学影像诊断中，可以借助X射线、电磁场、
超声波等介质和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影像学的方式直观展现
人体内部组织器官的情况，从而为疾病诊断提供更充分的依据[1]。
目前，常用的医学影像技术包括 X线、CT、超声、MRI 等，在临
床应用中都有较大的价值。基于此，本文选取 2019 年 9 月-2020
年 9月到院进行疾病检查的患者 116 例，研究了医学影像技术在医
学影像诊断中的临床应用。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9 月-2020 年 9 月到院进行疾病检查的患者 11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8 例。对照组
中男性患者 30 例、女性患者 28 例，年龄在 24-72 岁，平均年龄为
（47.56±3.18）岁，病理诊断确诊胃肠道肿瘤 20 例、胸腔积液 14
例、妇科肿瘤 13 例、宫腔囊性病变 11 例；观察组中男性患者 32
例、女性患者 26 例，年龄在 25-73 岁，平均年龄为（47.63±3.15）
岁，病理诊断确诊胃肠道肿瘤 22 例、胸腔积液 14 例、妇科肿瘤 12
例、宫腔囊性病变 10 例。两组比较性别、年龄、疾病类型等一般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纳入标准：均符合相关疾病的诊断标准，经临床病理诊断确诊，
对本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合接受医学影像诊断的患者，患
有精神疾病的患者，合并沟通认知障碍及无法配合的患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取常规诊断方法。根据患者血尿常规、体格检查、实

验室检查等结果，综合症状表现进行诊断。
1.2.2 观察组
观察组采取医学影像诊断方法。利用 X 线、CT、超声、MRI

等医学影像技术，扫描和照射患者可能发生病变的部位，对体内组
织器官情况直观观察，利用医学影像技术软件对检查结果进行分
析，对比患者体内数据及标准数据进行诊断。

1.3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疾病检出率。以病理诊断结果为金标准进行评

价。
1.4 统计学处理
对研究得到的数据，采用 SPSS20.0 统计处理，用均数±标准差

和数或率的形式，代表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并用 t 和 x2检验，P
＜0.05，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疾病检出率的对比
观察组患者疾病检出率为 96.55%，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79.3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患者疾病检出率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胃肠道肿瘤 胸腔积液 妇科肿瘤 宫腔囊性病变 总检出率
观察组 58 21（36.21） 14（24.14） 11（18.97） 10（17.24） 56（96.55）
对照组 58 17（29.31） 11（18.97） 10（17.24） 8（13.79） 46（79.31）

x2 6.580
P 0.010

3 讨论
在疾病的临床检查与诊断中，不同的检查方法将会影响最终的

诊断结果。传统疾病诊断主要以血尿常规、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
等结果为依据，再结合患者症状表现进行诊断。这种方法对于普通
疾病尚可诊断清楚，但是对于一些具有一定隐匿性的身体内部疾
病，可能无法及时发现，进而导致患者治疗时机延误，不利于康复
效果[2]。由于相关检查不够完善，可能存在一定的漏诊误诊情况，
对医护工作的开展也具有不良的影响。近年来，医学影像技术快速
发展，无论是设备方面还是技术方面都实现了长足的进步，成像质
量不断的提升，分辨率、灵敏度、特异性也都有所增强，在各类疾
病的诊断当中，都能够发挥出较大的作用，极大的提高了诊断效率
和诊断质量。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疾病检出率为96.55%，
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79.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
见，利用医学影像技术进行医学影像诊断，可以使临床疾病检出率
得到提高。

医学影像技术对于提高诊断检查的准确率有着积极的意义，可
在常规诊断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医学影像技术进行诊断，能为疾病
确诊提供更多的依据和参考，进而提高诊疗水平，减轻患者病痛。
目前，X线、超声、磁共振等医学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诊断中都有
广泛的应用。X线技术可用于观察人体组织，穿透性较强，能够识
别骨骼等内部组织的异常情况。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对于膀胱、

脑室、血管等难度较大的器官组织，也能够实现清晰显像。超声影
像技术以界面发射为基础，可以获取界面不同的回声[3]。根据不同
血管搏动频率、血流速度、物理特性等，识别不同组织器官的吸收
和衰减程度，转化为可直观观察的影像资料。例如多普勒超声仪，
能够运用该原理检查内部脏器、血液、积水等。MRI 利用磁共振技
术，利用原子核共振信号判断人体组织结构，显示形态解剖图，进
而及时发现内部组织器官异常。

综上所述，在多种疾病的诊断当中，利用医学影像技术进行医
学影像诊断，能够提供更加充分的依据，提高疾病检出率，临床应
用效果十分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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