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影像技术在病理检查中的
应用

医学影像技术在现代病理学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帮助医生

更准确地诊断疾病,并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引言

医学影像技术是现代医学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支撑手段。它可以为

病理检查提供有价值的视觉信息,帮助医生更准确地判断疾病状

况,并指导后续的治疗方案。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不断进步,在病理诊断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

泛和深入。通过医学影像技术,医生可以更好地观察和分析病理

组织的结构和功能,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效率。



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历程

1

19世纪

X射线技术的发明和应用

2
20世纪初

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问世

3
20世纪中叶

磁共振成像技术出现

4
20世纪末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应用

5
21世纪

超声波成像技术迅速发展

医学影像技术经历了从X射线到计算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以及超声波成像等一系列的发展历程,技术的不断进步为疾病的准确诊断和治疗提供了重

要的支撑。



医学影像技术的基本原理

成像机理

医学影像技术利用能量与生物组

织相互作用的原理,通过记录和分

析这些相互作用信号来获取病理

信息。

医学影像设备

各种医学影像设备,如CT扫描仪、

MRI、PET等,都是基于不同物理

定律和技术原理而实现的。

数字图像处理

医学影像数据通常是数字化图像,

需要利用图像处理技术进行增强、

分割、识别等分析。

临床应用

医学影像技术通过提供病理诊断

信息,支持临床医生进行疾病诊断、

治疗规划和预后评估等。



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

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是一种基于X射

线成像原理的医学影像技术。它通过X射线管和探测器绕患者身

体旋转扫描,获取大量截面图像,经过数据重建可以重构出三维立

体图像。

CT成像可以清晰显示人体内部的器官、组织等结构,对诊断疾病、

指导治疗具有重要作用。它广泛应用于肿瘤、血管、外伤等多个

临床领域。



磁共振成像技术

磁共振成像(MRI)是一种利用核磁共振原理获取人体内部结构信息的医学影像

技术。它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三维图像,对于软组织诊断具有独特优势,是当今

医学诊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MRI检查过程安静、无创、无辐射,能够清晰显示人体内部器官、软组织的解

剖结构及病变情况,在多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技术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影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是一种非侵入性

的医学影像技术,利用放射性示踪剂检测器

探测机体内放射性示踪剂的分布,从而获得

人体内部器官的代谢功能信息。

成像原理及应用

PET成像原理是将放射性示踪剂注射到患

者体内,示踪剂会集中在代谢活跃的组织,

从而显示器官的功能状态。PET被广泛应

用于肿瘤诊断、神经系统疾病等临床领域。

联合成像技术

PET技术常与计算机断层扫描(CT)相结合,

形成PET/CT联合成像系统,可同时获得组

织结构和代谢功能信息,提高诊断准确性。



超声波成像技术

超声波成像技术利用声波在人体组织中的传播特性,通过反射信

号的采集和分析来获取人体内部结构的信息。它可以无创伤地观

察到人体内部器官的动态变化,并在病理检查中发挥重要作用。

超声波成像具有安全性高、实时性强、可重复性强等优点,在妇

产科、泌尿外科等领域广泛应用。但对于骨骼和气体容腔成像效

果较差,需要与其他成像技术配合使用。



各种医学影像技术的特点和优
缺点

1 计算机断层扫描(CT)

优点是可以快速成像,对骨骼

和肺部的成像效果好。缺点是

辐射高,对肾功能有要求。

2 磁共振成像(MRI)

优点是无辐射,可以成像软组

织,诊断效果好。缺点是扫描

时间长,仪器成本高。

3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

(PET)

优点是可以检测代谢和功能变

化,有利于肿瘤诊断。缺点是

放射性示踪剂注射的风险。

4 超声波成像(USG)

优点是无创伤、无辐射,适合

孕妇和小儿。缺点是成像受身

体结构的影响,诊断准确性有

限。



医学影像技术在病理诊断中的
应用

高精度诊断

医学影像技术可以提供更为精细和全

面的病理学信息,帮助医生做出更加准

确的诊断。

定位精准

影像学检查可以帮助医生精准定位病

变位置,为后续手术或生物样本采集提

供指引。

动态监测

影像学检查可以对病情变化进行动态

跟踪,有利于评估治疗效果并制定个体

化方案。

综合诊断

将影像学检查与病理诊断相结合,可以

提高诊断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病理组织切片的制备

取样

从患者体内取得待检查的组织样本，确保采取的组织具有代表性。

固定

将取得的组织样本浸泡在化学固定液中，固定细胞结构和组织结构。

脱水与透明

将固定好的组织样本经过一系列的酒精溶液浸泡以脱水，并用樟脑油进行透明处理。

包埋与切片

将透明后的组织样本放入石蜡或塑料基质中进行包埋，然后使用切片机切成薄片。

染色

将切片浸泡在不同的染色液中，以增强组织结构的对比度和可视性。



切片扫描成数字图像

1制备切片

将病理组织样本经过固定、脱水、包埋等步骤制备成薄切片。

2 切片扫描

将切片放在高分辨率扫描仪上进行扫描,将组织结构信息转换

为数字图像。
3数字图像处理

利用图像处理软件对数字切片图像进行优化、分析和管理,为

后续病理诊断提供支持。



图像分析技术在病理学中的应
用

切片数字化

将病理组织切片扫描成高分辨率

的数字图像,为后续的图像分析提

供基础。

自动化影像分析

利用计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技术,

对数字切片图像进行自动化的分

析和量化,提高检查效率。

组织结构定量分析

通过图像分析技术,可以精准测量

病理切片中细胞、组织的形态特

征,为诊断提供客观指标。

病变识别与定位

利用图像分析算法识别切片中的

异常区域,辅助医生进行病变的发

现和诊断。



影像学检查结合病理诊断

影像学与病理诊断的互补

医学影像技术和病理诊断是相辅相成的。

影像学检查可以提供病变的整体概况,而病

理诊断则能进一步确定病变的性质和程度。

两者结合使用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专家团队的协作

影像学诊断和病理诊断往往需要专家团队

的通力合作。放射科医生、病理科医生、

临床医生等专家共同讨论,整合不同信息,

得出最终诊断结论。

影像引导下的病理取样

在某些情况下,医生会利用医学影像技术,

如超声波、CT或MRI,引导病理取样,确保

及时准确地获取病变组织,为病理诊断提供

可靠依据。



常见病理检查案例分析

1 肺癌病理切片分析

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检查

发现肺部肿瘤,随后进行活检

手术取得肺组织切片,采用光

学显微镜观察发现典型的肺腺

癌细胞形态和病理变化。

2 乳腺肿瘤活检结果

运用磁共振影像技术发现乳房

有可疑肿块,行切片活检后发

现为乳腺导管内癌,及时采取

手术治疗。

3 甲状腺结节病理检查

通过超声波成像技术发现甲状

腺结节,进一步行细针穿刺活

检,病理检查结果为良性的甲

状腺腺瘤。

4 胃癌早期诊断

采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

检查发现胃部可疑病变,结合

内镜检查和活检病理诊断为早

期胃癌,予以及时手术切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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