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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TV 在医学远程诊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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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国际上的新进展出发, 对HD TV 在未来医学远距离诊断中的应用进行探讨, 并对医学图像
远程传输系统和诊断系统进行逐层研究。就各系统的组成和功能进行探讨, 此项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
先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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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 ternational advances, th is paper describ the HD TV and its

app licat ion in m edical far design. It study far transpo rt ion � system and design system

fo r m edical im aging. T he impo rtan t part and function of system ar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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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随着高清晰度电视 (HD TV )技术的迅速发展, HD TV 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已经提到研究日程上

来了。进入90年代以来, 分辨率在1000×1000以上的医学图像相继出现, 并要求能够在远程诊断中应用。有

关研究表明, 目前国际上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尚未正式开展, 因而本文所提出的 HD TV 在医学远程诊

断应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2　HD TV 远程医学应用系统设想
211　采用数字HD TV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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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目前医学图像在高清晰度的基础上正在向数字化方向发展, PA CS 的推广和医学信息系统

(H IS)的普及已证明了这一点。在远程诊断中, 为了实现对屏幕图像细节进行观察分析的要求, 图像传输系

统必须具备45M B öS 以上的数据速率。在对日本的模拟式 HD TV、欧洲的数字式 HD TV 和美国数字式

HD TV 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认为, 未来医学远程诊断和医学教学应建立在数字 HD TV 系统的基础上,

以数字卫星传输和数字地面传输方式为依托, 建立起一套完整可靠的应用体系。采用数字 HD TV 系统的

主要优点是:

õ充分利用将来建成的数字 HD TV 现有信道, 进行医学远程诊断和教学, 可节省大量信道, 具有节约

投资, 工作可靠的优点。

õ通过数据压缩可减少信道带宽, 并可在单位时间内传送更多的图像信息。

õ有利于克服干扰, 提高图像质量。

õ大屏幕和高分辨率的显示器可保证医学图像的诊断标准和教学要求。

õ便于同计算机和 PA CS 系统联网, 有利于新信息资料的存储和调用, 形成医学诊断和教学领域信息

高速公路。

图1为本文所设想的 HD TV 远程医学诊断总框图。

图1　HD TV 远程医学诊断系统

图中信源部分由 PA CS 系统组成。PA CS 为远程医学诊断提供CT、X 光片等医学图片, 作为异地医学

专家会诊的依据。

图中传输部分由远程 HD TV 卫星系统、地面HD TV 广播系统和HD TV 有线网络系统三条路径组成。

HD TV 卫星系统用于跨国、跨地区的远程传输, HD TV 地面广播系统用于相邻省市医院间的传输。HD TV

有线网络用于同一地区跨医院或本医院各用户间的传输。

图中接收方由异地的 PA CS 系统组成。需要强调的是接收方既可接收传送来的医学图像, 同时又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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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用于交流的信息和图像。此外还可直接播放录有医学图像的 HD TV 激光视盘和录像。

212　不同制式HD TV 信源间的格式转换

考虑到日本目前采用的模拟式 HD TV 系统和欧美采用的不同数字式 HD TV 系统, 当与上述国家或地

区进行远程医学诊断学术交流时, 需要对其信源制式进行转换, 以便能用本文所提出的数字 HD TV 系统

来进行不同的 HD TV 系统之间的传输和接收。同时, 上述地区用于交换的高清晰度医学光盘和录像节目

也存在着进行制式转换的需要 [3 ]。

此外, 由于医学图像有不同的分辨率要求, 如 CT 图像的分辨率为512×512, D SA 图像的分辨率为

1000×1000, 此时应在HD TV 所具有的多种扫描格式中进行相应的转换, 如前者可采用1280×720逐行扫

描, 后者则采用1920×1080逐行扫描。这样, 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基础上可节约信息传输量, 避免造成传输时

间等方面的浪费。

表1给出不同医学影像的分辨率规格, 表2给出了美国数字 HD TV 确定的视频扫描格式。

表1　 常见医学影像分辨率规格 [8 ]

影像类型 分辨率 字长 像素采样 灰度窗口

核磁共振

(M R I)
512×512 10 逐点 10～ 8b it

断层扫描

(CT )
512×512 16 逐点 16～ 8b it

血管造影

(D SA )
1K×1K 10 逐点 10～ 8b it

X- 线成像

(CR )
2K×2K 10 逐点 10～ 8b it

表2　 美国数字HD TV 视频扫描格式[5 ]

分辨率 帧扫描率 扫描方式

1920×1080 60 隔行

1920×1080 30 逐行

1920×1080 24 逐行

1280×720 60 逐行

1280×720 30 逐行

1280×720 24 逐行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 本文提出的数字 HD TV 医学诊断和教学系统中设有用于进行 HD TV 制式转换

和不同扫描格式的预处理器, 对传送的医学图像进行自动识别, 根据需要转换为相应的制式扫描格式。

下面将对这一总体设想进行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3　远程医学诊断系统
远程医学诊断系统采用 PA CS 与数字HD TV 系统结合的模式, 用于医学影像的异地调用和会诊。

311　PA CS 系统

PA CS 是英文 P ictu re A rch iving and Comm unication System 的缩写, 意为“图像存取与通讯系统”。[6 ]

它以计算机网络为基础, 连接各种医学影像设备和相关科室, 利用磁光存储技术, 以数字高清晰度方式存

储、传送和显示医学影像, 实现了高效地观察、传送和显示图像的目地。PA CS 是一个集医学图像采集、处

理、传送和显示的高科技网络。图2为 PA CS 系统的组成框图。

从图2中可以看出, PA CS 的主要组成部分有:

(1) 医学图像工作站

这是 PA CS 的关键组成单元, 它分为图像采集工作站和图像会诊工作站。图像采集工作站用于与M R I

(核磁共振)、X2CT (断层扫描)、D SA (血管造影)、X 射线等医学影像设备联接, 是各影像设备与 PA CS 系

统的接口。诊断工作站用于医学影像的观察, 为医学会诊提供充分的依据。

(2)计算机网络和中心控制设备

这是 PA CS 系统的核心部分, 是整个系统运行和交流的基础。

(3)海量存储器。用于存储大量的医学图像数据, 一般以高速光盘为存储介质。

(4) 远程诊断工作站。向异地医院或医学院提供高质量的医学影像资料, 以便进行远程诊断和教学演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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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PA CS 系统框图

由此可见, 可以将 PA CS 作为一级医学诊断信源, 将它通过远程诊断工作站与 HD TV 的传输系统联

接, 就可以通过HD TV 的不同传输通道把医学影像送到近、远程的异地进行诊断。

312　PA CS 与数字HD TV 系统的接口

PA CS 作为远程医学诊断的信源主要传送各种静态的医学影像和少量的动态图像, 由于 PA CS 采用数

字图像技术, 使其与数字 HD TV 系统的连接十分便利。两者接口部分的主要作用是: 对医学影像的分辨率

进行自动识别, 以便确定 HD TV 传输系统的图像扫描格式, 以保证高效地和可靠地传送清晰的图像。同

时, 接口部分还要接收异地 PA CS 系统通过数字HD TV 系统送来的医学图像, 对其进行识别处理后, 转至

本地的 PA CS 系统, 供医生观察会诊或进行存档。

4　HD TV 远程医学诊断的传输系统
由前所述, 医学影像和医学活动图像可采用数字 HD TV 系统的三种传输途径进行传输。这三种途径

是:

411　通过数字HD TV 卫星系统进行传输

根据1992年由国际电信联盟举办的世界无线传输管理会议规定, 在国际电信联盟管辖的地区1和地区

3广播卫星服务采用21. 4～ 22GH z 波段 (对于美国以及地区2采用17. 3～ 17. 8GH z 波段)。从2007年4月1日

起该波段将能被广播卫星服务充分地利用, 在此之前的日子是逐步应用的特殊时期 [1 ]。

按照上述规定, 利用将来建立的22GH z 的数字卫星 HD TV 系统实现跨国间的医学图像的远程传输。

见文献[3 ]。

从图1中看出, PA CS 传送的医学图像和信息先送往M PEG- 2多路传输器进行编码预处理和传输处

理, 然后传输器将信号送至调制器调制, 传送射频信号送到上行变换器转换为30GH z 的信号, 由高频功率

放大器 (H PA )放大后经发射天线传播至通讯卫星。卫星接收到信号后, 由 KU 波段转发器中的 TW T (行波

管)放大, 转换为22GH z 的信号后发送至地面接收站。地面接收站通过天线接收 KU 波段信号, 其低噪声变

换器将22GH z 信号转换为1GH z 信号, 随后又通过下行变换器转换为140M H z 的射频信号, 加到地面站的

卫星电视接收机输入端。最后, 卫星电视接收机将解调后的信号送往 HD TV 接收机, 从而在屏幕上得到高

清晰的图像及伴音。数字 HD TV 卫星传输系统的传送速率为45M bitöS～ 70M bitöS。

412　数字HD TV 地面传输系统

美国数字HD TV 系统所进行的实验表明, HD TV 地面广播宜采用8- V SB 调制方式。参见文献[4 ]。

来自M PGE- 2多路传输器的数字信号先送至随机函数发生器, 随机化的数据由里德- 索洛蒙编码器

进行编码, 后进入交叉存储器以防止产生误码。发射系统采用格构编码对隔行扫描的数据符号进行操作,

然后与场同步、段同步信号一起送入多路调制器。调制信号经导向添加器处理后转为模拟信号, 经 V SB 调

制为供地面传输的射频信号, 最后由 R F 上变频振荡器通过发射天线将信号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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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　HD TV 电缆传输方式

数字HD TV 电缆传输系统用于近程医学图像的传输, 主要解决本地区医院之间或各医院内用户之间

的传输问题。美国数字HD TV 系统经过实验确定采用16- V SB 高数据流传输系统, 同地面广播系统一样,

也采用里德- 索洛蒙纠错码和同步段, 使用同样的操作信号和处理信号。所不同的是, 在电缆传送系统中,

用限制器代替了格构解码器, 它把多种数据符号解释为数据信息。图3给出了 HD TV 电缆传输系统组成框

图。

图3　HD TV 电缆传输系统组成框图

由图3看出, PA CS 的医学图像信号经M PGE- 2编码、变换和匹配后送至 HD TV 电缆网络, 经逆变换

和匹配后还原为HD TV 图像。

5　接收系统

图3　接收系统组成示意图

图4给出了接收系统组成框图。来自不同路径的医学数据和信息汇总在共用数据总线上, 由 HD TV 演

播室进行处理, 分别将视频信号送至 HD TV 解码器, 音频信号送往音频解码器, 数据送至数据解码器, 最

后还原为各种医学图像和信息。

接收系统各部分的具体功能如下:

1) 接收部分

õHD TV 卫星接收天线将信号收集后送往卫星电视接收机进行放大处理, 以45M bitöS～ 70M bitöS 的

速率汇入共用数据总线。

õ同轴电缆将信号送往电缆电视接收机, 经放大处理后, 以45M bitöS 的速率送至共用数据总线。

õ地面电视天线接收 HD TV 地面广播传输信号, 将其送至接收器放大处理, 以25M bitöS 的速率汇入共

用数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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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 HD TV 信号的汇总管理, 取决于共用数据总线的规范化。目前, 它正随着M PGE- 2标准的规范

化而迅速发展。

2) HD TV 演播室

它将共用数据总线传送的不同信息进行扫描格式识别和M PEG- 2解码处理, 分别传送到各终端部分

进行还原。接收方演播室中的 HD TV 激光视盘机和HD TV 录像机也将输出信号汇入共用数据总线。

3) 终端部分

õ视频解码器将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解码, 还原为医学图像信息, 在 HD TV 显示器上显示。

õ音频解码器将接收到的数字信号还原为多声道的音频信号, 通过音频放大器和扬声器播放医学图像

的解说或教学节目的伴音。

õ数据解码器将接收到的数字信号进行解码, 送至计算机进行显示、打印和存储。

4) 发送部分

发送部分由接收方 PA CSC 系统和传输系统组成, 它具有将本地信息返送给异地医院的传输功能, 这

部分功能在前面已作过介绍, 这里不在重复。

6　结论
以上是本文的初步设想, 其中有些局部系统目前已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实现, 例如, 美国和日本已

有多个地区的医院已实现了 PA CS 联网。事实证明,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 HD TV 医学远程诊断系统是可以

实现的。尚需进一步研究的方面是: 随着我国 HD TV 方案的确定, 需要对本文提出的设想进行充实和改

进, 局部系统的联接应着手进行深入的研究。此外, 目前一些数字医学影像的分辨率较高, 已超过 HD TV

的分辨率范围, 需要用超高清晰电视 (UD TV )进行显示, 应从现在开始着手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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