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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迅速发展带动了我国医学的发展，逐渐完善的医学影像学推动了我国临床医学的进步，其中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我

们需要对其中的影响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促进我国的临床医学不断发展。本文主要论述医学影像学的进展对临床医学的影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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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医学水平不断提高的影响作用下，使得诸多的疾病得以

解决，保障了人民的健康，使其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这也是对我国

医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充分体现。当前，临床医学在医学发展中

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医学影像学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临

床医学，因此需要深入研究相关方面的内容，保证我国的临床医学

朝着科学、正确的方向发展[1]。 

1 临床医学受医学影像学的整体影响 

1.1 将原有的信息显示方法改变 

在传统的临床医学中，其主要的信息显示方法为二维图，然而

医学影像学的出现将上述现状改变，通过使用 X 光、超声波等，能

够以影像的方式将人体的内部组织结构呈现在患者和医生眼前。现

阶段，数字化影像和重组影像等是主要的信息显示方式。对于数字

化影像来说，它可以以数据的形式将图像呈现出来，然后重组数据，

最后充分的解释原有的影像内容[2]。针对影像重组来说，它也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方式，然而其存在比较复杂的内容，需要以投影技术

为支撑，再现和重组其中的情景。这样有利于医生更好地对疾病进

行判断，以便对患者实施针对性的治疗，从而使临床治疗效果得到

保证。 

1.2 冲击原有的医学理论 

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学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各种新型的信息，

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医学理论和当前的临床医学，也补充

了传统医学理论的诸多不足。同时，医学影像学的出现也改变了传

统的医学理论，这说明我国医学发展至新的阶段，这样可以将更好

的医疗服务提供给我国人民。 

1.3 多样化的信息模式 

在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影响作用下，逐渐出现了诸多新型的成

像技术，同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信息模式。相比于原有的信息模式，

新型的信息模式更加直观、具体，可以呈现以往无法进行观察的信

息，将更多类型的信息提供给医生，这些信息便于临床医生更加准

确地判断患者的病情，然后将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制定出来，从而保

障患者的生命安全，在临床医学中，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进步[3-4]。 

1.4 将原有的信息显示时相改变 

医学影像学有效提升了信息显示中存在的时间分辨能力，再现

原有的结果，同时当前可以实时显示患者的患病器官和组织，便于

医生进行准确判断。通过对患者患病器官和组织的变化进行观察，

有利于医生对患者的身体状况进行判断，然后将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制定出来，提高治疗效果，使患者的身体健康得到保证。 

2 临床医学受医学影像学的具体影响 

2.1 疾病普查 

在医学影像学中，磁共振成像和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是十

分常用的检测手段，当前在疾病普查中已经开始广泛应用上述两种

技术，在诸多疾病检查中，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具有广泛的应

用，而在骨科检查中一般使用磁共振成像技术。医学影像学的发展

推动了这两种技术在临床中的应用，有利于更加直观的了解患者的

身体状况[5]。 

2.2 腹部检查 

妇科盆腔病变检查、肝脏检查、前列腺检查及中空器官检查等

是腹部检查的主要内容，在上述检查中应用医学影像学检查，可以

将一个比较准确的数据资料提供给医生，然而在影像资料中，图像

的清晰度有一定的问题存在，还需要不断提高成像水平。现阶段，

针对腹部检查的临床医学内容，利用医学影像学可以将更加有效的

信息提供给医生，便于医生更加详细地了解患者的前列腺、中空器

官等相关部位，以便将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案制定出来[6-7]。例如（1）

肝脏检查：将肝脏的血供特征精确地反映出来是大部分患者应用的

主要目的。所以，现阶段，在肝脏检查中，相比于 MRI，CT 具有

更高的价值。快速、多期相采集的信息能够将门静脉、肝动脉系统

的各种三维、二维影像进行精确地重组，同时将病变的血供来源明

确。在胰腺等器官的检查中也可以使用同样的检查方法。（2）中空

器官：近年来，直肠、结肠、胃应用 CT 成像的报道越来越多，主

要是通过透明化显示技术和 3D 作宏观的显示。在 CT 结肠成像中，

能够通过粘膜展平技术对各部位的粘膜进行更加仔细地观察，然而

相比于常规 X 线胃肠道造影，因其存在较低的空间分辨力，在黏膜

微细改变方面，CT 技术不如常规的胃肠道检查，也无法将内窥镜

检查完全取代，然而宏观显示可以将腔内外的病变情况同时显示出

来。相关研究显示，在检查中空脏器过程中需要对几种成像方法综

合应用，以便实现信息互补。MRI 或 CT 无法将中空器官成像的任

务独自承担起来[8-9]。（3）妇科和盆腔病变：对于妇科和盆腔病变来

说，使用 MRI 和 CT 检查的历史非常悠久。因 X 线剂量的问题，所

以在胎儿检查中 CT 不适用，然而对于 MRI 来说，它在提升采集速

度的情况下，能够将胎儿运动这一不利因素克服，实现胎儿成像，

它与超声检查可以实现信息互补。（4）前列腺：当前，前列腺形态

学检查已经开展了很长时间。前列腺已经开展了 MRS 研究，同时

是少数实现临床应用的靶器官，导致前列腺 MRS 应用不断增多的

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多核 MRS、多体素 MRS、体素体积减小等相关

研究[10]。 

2.3 脑肿瘤 

对于脑肿瘤来说，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其中脑肿瘤的

定性问题是最为重要的研究，与其有关的数据资料和图像资料等有

利于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进行研究。在肿瘤疾病中，脑肿瘤属于一种

非常严重的疾病，若不进行及时的治疗，将会对患者的生命健康产

生极大的威胁。脑肿瘤具有较多的类型，治疗成功的关键在于将其

疾病类型确定，而医学影像学的应用可以将部分图像资料提供给医

生，医生在大部分情况下依旧需要按照自身经验对患者的疾病状况

作出判断，所以，还需要继续研究医学影像学[11-12]。在诊断脑肿瘤

过程中，CT 灌注成像能够做出更加精确的定性诊断，利用灌注成

像中相关参数的变化，能够将肿瘤的血管生成特征、循环动力学及

血管结构充分明确，借此对病变的性质进行提示。CT 增强检查方

式的新进展为表面渗透成像，能够对特点的延迟扫描时间进行设

定，可以反映对比剂在病变或组织表现渗出的情况，进而对病变的

性质进行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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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中枢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是人体中最为重要的系统，若中枢神经系统有一

定的问题出现，那么则会严重影响机体的健康，甚者会致死。所以，

有效的检测中枢神经系统疾病非常重要，然而中枢神经系统由多个

部分组成，以往的检查手段不能全面的检查中枢神经系统，同时无

法呈现出清晰的画面，数据信息也有一定的问题存在，不能及时的

发现和根治很多类型的疾病。然而，医学影像学的出现使得上述情

况得到改变，通过医学影像学可以清晰的呈现中枢神经系统的各个

部分，便于医生充分的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从而使患者的生命安

全得到保证[13]。 

2.5 图像存档和传输系统 

我国的图像传输和存档技术还在不断发展完善中，然而现阶段

还无相关规定，在更加广泛的互联网中也不存在具体的要求。医学

信息系统与放射科信息系统相结合这项工作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因

此需要加强对这方面的重视度。只有不断稳定医院建设、逐渐提升

技术研究，才可以获得高水平的医学研究质量和医学治疗手段。 

2.6 心脏检查 

在人体中，心脏是最重要的部位，我们需要对其变化时刻注意，

不管是心肌灌注成像还是冠状动脉，现阶段的检测水平均较高。当

前，我国已经具有十分先进的成像技术，针对此方面的检查，我国

也逐渐将独特的针对技术研究出来，这样可以促进其临床应用价值

有效提高，使其危险性降低，从而保证患者的安全。 

2.7 计算机辅助检测 

计算机辅助检查中对 CAD 有所涉及，实际上这个系统是从积

累的资料中对概率进行归纳，然后分析新的病例，最终将针对性的

诊断提出来，这是一种专家系统。例如，我们可以利用 CAD 系统

对发现的新病例实施重组影像，然后将结论得出来，在此期间我们

还需要对相关信息进一步核实，从而获得真正的诊断书[14]。 

2.8 癫痫 

核磁共振能够将癫痫病灶的结构性改变发现，对动脉瘤畸形、

肿瘤，尤其是对神经元移行障碍和海马硬化等的敏感性较高。薄层

厚、斜冠状平面全脑容积扫描伴高对比、高分辨的敏感序列可以将

海马硬化的变化和微小病变发现。海马结构的容积测量可以对海马

体积的细微变化进行客观地判断。同时，扩散加权成像可以对癫痫

慢性期的神经元丢失和能量代谢障碍引起的 ADC 值的变化进行充

分反映。除此之外，单光子发射体层成像和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等

放射性核素技术，能够将神经递质功能异常、脑组织内局部的血流

灌注和能量代谢发现。发作间期和发作期可以发现皮层下或皮层结

构，例如纹状体、丘脑、基底节等的糖代谢和血流灌注异常改变。

在最新的技术应用中，脑功能成像是诊断癫痫的 MR 技术之一，可

以对由神经元活动引起的血流灌注量和氧消耗量的变化进行测量。

研究发现，其具备的潜在价值主要包括：（1）定位癫痫灶；（2）定

位切除癫痫灶前的功能区。然而，还需要深入研究其在可重复性和

准确性方面的内容[1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前我们还需要深入的总结和研究我国医学研究中

存在的困难和其发展状况，准确的记录每一年的成果，更加深刻的

探究临床医学的相关内容。虽然医学影像技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

展，然而其进步空间还很大，我们还需要对这方面的技术继续研究，

力求将更多的发展机会创造出来。继续加强临床医学的发展，更加

深层次的探究临床医学结果，从而更好地发展影像学技术，推动临

床医学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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