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叠巍 计算机用于超声断层显示技术的展望

西德
“
科技展望

” 1 9 81 年第 16 期认为 : 超声计算

机断层显示技术具有良好的前景
,

将成为未来的诊断

手段
.

计算机断层显示是一种记录和显示断面图象的方

法
.

x 射线断层显示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

据认为
,

超

声技术开辟了断层显示技术的新阶段
.

因为超声透视

是非电离化的照射
,

在小剂量下对人休绝对没有损害
.

超声断层显示的另一个优点是不需要对比手段
,

而这

在某些 x 射线方法中是必不可少的
.

最近西德纽伦堡的艾尔朗根人学高频技术研究所

研究了计算机超声断层显示在医学诊断中的可 能性
.

超声显象与 x 射线相比具有优越性
,

并已在诊断技 术

(特别是妇产科 )上加以应用了
.

而超声断层显示与 x

射线断层显示相比
,

则有更多的长处
,

即在进行断面显

示时不仅象一般方法那样可以给出信号的衰减
,

而且

可以显示出信号的速度及超声短脉冲的畸变
.

不论是

单个图象或各类图 象的综合评价都具有很高的诊断价

值
,

特别是在组织特性的诊断方面
.

但一般的超声断层显示也有弱点
,

即超声信号在

骨骼和充气的部位几乎全部被反射回 来
.

这就使其应

用范围受到 一定限制
.

另外
,

超声在不均匀生物组织

中不是 沿直线传播的
, ;兰样在投影上就会出现误差

,

从

而使图象质量下降
.

通过计算机处理可以部分校正达

种误差
.

在高对比度的组织上
,

有很大一部超声信号会反

射回来
.

因此
,

通过反射式超 声断层显示
,

可以把反射

信号加以接收和显示
,

从而实现 x 射线所无法进行的

检查
.

此外
,

还有超声穿透法
,

它可用来检查对比度极

差的组织
.

据认为
,

超声计算机断层显示在医学上是很有前

途的
.

首先
,

它可用来检查那些难以用 x 射线来充分

检查的组织和器官
.

其次
,

是出于健康原因不适宜或不

希望用电离射线检查的器官
。

这里特别适用的是妇女

的胸部
,

因为乳房透视的诊断价值 日益受到怀疑
.

在

这方面已有了初步的经验
.

艾尔朗根大学高频技术研究所与该校泌尿科诊所

合作已在皋丸上用这种方法做了试验
,

据认为结果令

人鼓舞
.

翠丸肿瘤的诊断是十分困难的
,

而对于 18 一

35 岁的青年男子是生命悠关的
.

超声计算机 断 层技

术有可能提供早期的诊断手段
.

反射式超声断层提供了高对比度组 织 的 检 查手

段
.

明显的 例子是骨骼
.

将来还有可能显示骨骼的扭

曲
.

这是一种骨骼的病态变形
,

即同健康的情况相比

在 骨骼间发生了角度的变化
.

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发生

在髓关节上
.

该听采用了两种超声断层设备和计算机控制的试

验台
.

初步结果表明
,

超声计算机断 层仪与 x 射线断

层仪相比危险小
,

而且有希望发展成一种优良的医学

诊断设备
.

其价格也比 x 射线断层仪要低得多
.

但它

可能只限于某些特定 的器官和部位
.

(于永源 编译 )

全国超声显像技术学术会议在武汉市举行

应用声学学会生物医学超声工程专业组于四 月十

一 日到十五 日在武汉市召开了全国超声显像技 术学术

交流会
.

有来自全国 工9 个省市 的 巧 2 名代表 出 席 了

会议
.

提出论文 l叫 篇
,

其中大会报告 ; 篇
,

分组 (理

工组与医学组 )报告 洲 篇
.

在大会报告中
,

重点论述了国内外有关生物医学

超声工程中若干问题
.

其巾 详细 评述了我国二 } 年来

进 口的各种类型超声显像仪器的性能指标
,

介绍了近

年来国际 匕的超声诊断仪 正向着改善图像质量
、

计算

机化和 多功能化的方向发展
.

回顾了我国生物 医学超

声工程发展的曲拆历 史
.

在十年动乱之后
,

由于理工

医广大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密切合作
,

近年来我国的超

声显像技术进入 了迅速发展的阶段
.

研制 出的产品品

种 日益增多
,

质量逐步提高
,

基本 [ 能达到一般临床诊

断的需要
.

大会发言对应 用二维超声心
、

动图提高心胜病诊断

水平做了详细的综述 ; 还对超声图像诊断法中的有关

名词
、

术语的规范化提出了建议草案
.

此外
,

还对 目前

国际上有关生物医学超声基础研究的动态做了综述介

绍
.

强调指出这些基础研究从长远来说
,

对我国生物

医学超声工程的发展极为重要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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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重视声学普及与声学教育

编辑同志 :

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

声学技术

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

目前

许多方面的技术人员急需掌握和了解声 学 的 基 本知

识
.

然而我国现在的声学普及与教育工 作 却十 分薄

弱
,

应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

我认为声学普及与教育主要对象有两方面 的 人
,

一是青少年的声学普及与教育
,

主要是培养他们对科

学的热爱及学习声学知识的兴趣
,
以利将来的成材 ; 另

一个则是面向各行各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
,

使他们具有解决本行业工作中遇到的声学问题的基础

知识
.

后者尤其重要
.

因为 目前许多声学问题的解决

不能仅靠声学专业工作者
,

而更主要的要靠其它各条

战线的人共同努力
.

以解决噪声问题为例
,

如果等设备造好了再去加

减噪措施
,

固然比不加强一些
,

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

往往是事倍功半
.

而如果从设计
、

制造
、

安装阶段就予

以考虑
,

则可做到事半功倍
.

这关系到各行各业
.

如

在造船方面
,
不论军用舰艇和出口船舶噪声性能的要

求都很严格
,
而一般造船工程师却不重视噪声问题

,
往

往造成声学设计与其它主体设计的尖锐矛盾
.

在锯嗓

声控制方面也是一样
,

造好了锯再来加声学措施往往

不起很大作用
.

国外是从锯的设计制造方面就做了考

虑
、

效果就很好
.

其它在汽车
、

飞机噪声及纺织机械等

工业噪声的控制方面也都存在着这类问题
.

因此向各

行各业的人普及必要的声学知识
,

进行各种形式的声

学教育极有必要
.

不仅噪声问题如此
,

其它如超声检

测
、

超声医疗
、

海洋开发
、

节能等各个方面也都有类似

问题
.

为此
,

建议应对我国的声学普及与声学教育问题

有一全面的计划
,

应编写一套适用不同行业的声学普

及教材
,

指定有关院校负责对在职技术人员进行短期

轮训或培训
.

在高等学校工科专业中应有适当的声学

知识的选修课
.

同时也可以开设广播电视讲座
.

在对

青少年教育方面更可以采取多种灵活多样的形式
,

如

开办声学技术教育馆
,
在电台与电视中举办一些有趣

的声学游戏节目等
.

国外在这方面有许多经验可以借

鉴
.

我相信
,

抓好这个问题对于我国声学事业的发展

和促进一系列声学问题的解决会有很大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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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组报告中
,

报告了 38 篇有关超声换能器基础

研究及超声显像仪研制的论文
.

表明我国的医学超声

工程水平自 1 9” 年南通会议后又有了很大提 高
.

特

别是线阵式 B 型实时显像仪的某些重要性能指标已达

到了国际上同类型仪器的水平
,

取得十分可喜的进展
.

扇扫显像仪也有所改进
.

另外 38 篇临床诊断论 文表

明
,

我国超声诊断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
.

诊断范围 已

扩展到肝
、

胆
、

胰
、

脾
、

肾
、

心血管
、

颅
、

脑
、

眼
、

乳腺
、

甲状

腺
、

肾上腺和膀胧等多种疾病
.

其中特别对心肌梗塞
、

肠胃等疾病的诊断已达到了较高水平
.

会议还对国际上近年来在超声成像中发展的新原

理
、

新技术做了介绍
.

如 “ 合成孔径声成像 ” 、 “
光声显

微镜
” 、 “
反射式衍射法 C T,

, .

我国在这些最新研究领

域中的某些方面也取得某些进展
.

如我国研制的光声

显微镜分辨率已达 2户n ,

接近国际上 1 9 81 年 的水 平

( l一 2脚的
.

此外
,

在超声多普勒成像
、

超声全息成像

方面的研究工作也在进行
. P v D F 高分子压电薄膜换

能器的实验研究也 已开始
.

大会期间还展出了各地代表带来的十几种展 器
,

其中包括线阵式 B 型及扇型实时显像仪
,

方向型多普

勒血流仪
,

以及压电材料参数测试仪等
.

代表们还分

组参观了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所和武汉医学 院第一
、

第二附属医院超声诊断室等
.

这次学术交流会是我国生物医学超声工程界的一

次盛会
.

它标志着我国超声显像技术已进人了一个新

的阶段
.

大会总结了成绩
,

交流了经验
,

找出了差距
,

加强了理工医相互渗透和合作
.

代表们表示今后应重

视开展超声与生物组织相互作用及超声剂量学的基础

研究
.

进一步提高现有显像仪的图像质量
,

增加功能
,

并注意发展新型超声显像技术
,

为提高我国的生物
、

医

学超声工程水平做出更大贡献
.

这些大会的召开
,

得到 了武汉市无线电研究所的

大力支持
,

与会代表深表谢意
.

(冯若 周永昌 徐智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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