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超声研究的一些新进展

19 9 1年 2 1月在美国奥兰多 (o r l a n d o

)召开的 I E E E

19 9 1超声年会上有许多医学超声方面的研究报告
,

反

映了当前医学超声研究的一些发展
,

本文选择几个方

面的内容作一介绍
.

一
、

超声背散射显徽镜

目前常用的 B 型超声诊断仪使用的超声频率 是
3一 10 M H z ,

相应的分辨率是毫米级的
.

近年来许多

研究单位研究开发 20 M H z

以上直 到 10 OM H z
的 B

型成像系统
,

其分辨率可访到 20 ” nI
.

由于人休组织

对高频超声的强吸收
,

穿透距离只有几毫米
.

这样的

系统可用于眼
,
皮肤

,
肠胃内和血管内的诊断

.

超声背散射显微镜的关键是高频换能器
.

加拿大

多伦多大学 F
.

S
.

F os
t e r
等研制了两种换能器

.

图 1是

用压电薄膜为换能元件
,
导 电环氧树脂为背衬的外用

换能器
,

用于眼科和皮肤的诊断
,
图 2 是用压电陶瓷

作换能元件
,

由旋转的反射镜确定声束方向的血管内

换能器
,

其外径为 1
.

3 m m
.

两种换能器的频率都高于

5 OM H z
.

超声背散射显微镜已开始用于临床试验
.

眼科的

试验获得许多积极的结果
.

如青光眼引起的眼的解剖

结构变化
,

可以 用背散射显微镜清楚地成像显示
.

另

外背散射显微镜可以发现眼球前房的肿瘤
.

定期监视

肿瘤的生长速度
,

可以鉴别肿瘤的性质
.

40 一“ M H z

的血管内超声背散射显微镜可达到横向 1 0 。拌m ,

纵向

, ,料 m 的分辨率
.

图像中清楚地显示了血管壁的各层

结构和局部病变
.

对于皮肤的试验也得到了皮肤各层

的厚度
.

由于超声背散射显微镜可以无损伤地获得生

物组织内部的精细图像
,

因此也是许多生物实验的理

想工具
.

例如观察小肿瘤受药物作用后的变化和实验

用小动物的脏器 (如鼠的胎 )
.

二
、

断 型 换 能 登

除了上面介绍的高频换能器外
,

还有一种前视血

管内换能器 ( 图 3 )
.

现有血管内用的换能器的声束方

向大多与血管垂直
.

因此要观察血管病变时必须将换

能器插到病变血管处
,

有时候这样做是危险的
.

美国

乔治理工学院 C
.

K
.

L o e
等报告的前视换能器利用一

个锥面反射镜得到前视图像
,

他们已进行了放大的模
型试验

.

美国 eT
t , : d 公司的 L

.

J
.

aB sse 等提出了另

一种前视换能器 (图 4
)

,
在血管内插管的前端面由 1`

个小声源组成一个圆阵 (图中只画 8 个源 )
,
每个源激

发时
,

其他源可作接收
,

送回一个
“
完全的数据集” ,

经

计算机处理
,

获得插管前方血管内及血管壁的三维图

像
,
他们也做了放大的模型试验

,

验证了方法的可行
性

。

换能器方面另一个热点是二维阵
.

目前常用的 .

型诊断仪的线阵探头是一维的
.

在探头方向可以用相

控技术聚焦
,

但在与探头垂直的方向是用几何方法聚
-

焦
,
效果比较差

.

二维阵的第一个应用是在两个方向

都可以用相控技术聚焦
,

改善图像质量
.

美国 D o

ke 大

学 s
.

w
.

s m it h 等人试验了垂直方向只有 4 个元的 4 x

32 二维阵
,

在一个方向扫描
,

两个方向聚焦
.

二维阵

的另一个应用是直接采集三维数据
,

达到三维成像的
目的

.

第三个应用是消除像差
,
改善图像 (见后 )

.

此

次会议上介绍了这几方面的研究
,

还有一些关于二维
.

阵设计
,

制作等方面的报告
.

三
、

像差消除

目前超声诊断设备常采用相控聚焦技术来提高分
·

辨率
.

但是这些系统都是按均匀媒质设计的
,
用于人

体时由于生物组织的不均匀而产生像差 ( A b e r r o t io n

)
,

这个问题近年获得重视
,

这次会上文章也不少
.

G
.

E
.

T r :
he y 等人用 4 x 3 2 单元二维阵研究人休

乳房成像的像差
,

使这方面的研究由一维推向二维
.

他
们用一个小发射源发射声脉冲

,

用二维阵接收通过乳
房的走时

,
计算每个阵元结果与均匀模型的差

,
图 5 是

一个典型的结果
.

由七位志愿人员的 18 个测试结果
获得像差的统计规律

,

并以此试验现在提出的一些消

除像差的方法的效果
.

作者认为进一步的改进必须使
用二维阵

.

法国 F
.

w u
等比较了常用的均匀媒质的时延聚

焦 (相控阵聚焦 )
,

目前提出的自适应时延聚焦和作者

提出的时 l’ed 反演聚焦 (
, i , e r 。 , , r ` 0 1 j o c 。 : i , g )

.

结果
表明

,

时间反演聚焦效果最好
.

应用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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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人体组织产生的像差

血管内用高频换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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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平面

美国费城大学朱清等认为
,

生物组织的不均匀性

不但使不同阵元的信号的时间 受到影响
,
也使它们的

幅度受到影响
.

因此对 目前提出的以校正补偿声速影

响的走时为原理的像差消除方法 提 出 了 疑问
.

。

一钟一
声 束

▲
像平面

图 3 血管内用 前视 a( ) 侧视 ( b )两 用换能器

四
、

血流速度测 t

过去一 二十年间
,

多普勒血流速度测量技术发展

得很快
,

特别是实时显示血流速度分布的彩色血流成

像深受临床欢迎
.

由于大多实 用的方法都只能测量血流速度沿声束

方向的分量
,

因此人们一直在寻求测量与声束垂直的

速度的实用 方法
.

这次会议上美国 D r e x el 大学的 v
,

L
.

N e w ho o e

提出
,

如果换能器的声束不是轴对称 的
,

根据多普勒频谱的宽度可以估计与声束垂直的血流的

速度和方向
.

还有
一

些文章提出用多个换能器或阵列从

不同方向扫描血流
,

估计血流的真实速度
.

丹麦 J
·

.E w 讥卜 j“ l m 分析了脉冲多普勒的几种处

理方法
.

常用的脉冲多普勒将回波信号和发射信号相

1 1 卷 6 期



关 ( 正交解卷 )得到所谓的多普勒信号
,

其频率与速度

成正比
,

作者称作脉冲相移测量 ( P w
一

sP m )
.

近年来提

出用连续几次脉冲回波相关
,

求出散射物位移
,

进而估

计速度的方法
,

作者称为脉冲时移测量 ( Pw
一 st m )

.

作

者认为
,

这两种方法实际上都没直接测量多普勒压缩

或扩展
,
因此

“
多普勒 ” 这个词用在这儿只是习惯使

然
.

作者进而分析了这两种方法的性能比较
,
给出它

们各自的优势范围
.

五
、

其他

本次会议上还有不少关于组织定征
,
信号处理

,

图

像分析等方面的报告
,
充分反映了医学超声蓬勃发屁

的现状
。

(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张海澜 )

第 2 0 届国际声成像会议

第 2 0 届国际声成像会议 ( 2 0
` h l s A I ) 于 1 9 9 2 年 9

月 12 日至 14 日在南京召开
.

会议由东南大学承办
.

中国电子学会
、

声学学会
、

地球物理学会
、

医学影像学

会和机械工程学会无损检测学会联合协助筹办
.

东南

大学校长韦饪教授任大会主席
.

美国加州大学 G
.

w a

de 教授
、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应崇福教授为大会名

誉主席
。

来自美洲
、

亚洲
、

欧洲和非洲的十九个国家

的 1 00 多名专家参加了会议
,

交流了他们在声成像领

域中所作的最新工作和获得的最新成果
.

这是一次国

际声成像界的学术盛会
.

声成像与许多其它部门和学科密切相关
.

声成像

的机理涉及到物理学
、

数学的基础知识和最新进展 ;声

成像的实现和质量的提高有赖于科学上和工业上的最

先进的技术 ;声成像的应用渗透到现代生物 医学
、

工业

无损检测
、

地球物理勘探和地震研究以及海洋探测水

声工程等诸多方面
.

为此
,
本届大会除特约报告外

,

有

以下几个专题会议
.

声成像的数学
、

物理学基础 ;声换能器和声换能器

阵 ;声学显微镜和光声显微镜 ;生物 医学的声学测量方

法 ;生物医学声成像 ;医学成像诊断 ;多普勒血流成像 ;

无损检测中的声成像 ;声显微镜在无损检测中的应用
、

地下声成像和水下声成像等
.

I sA I 自举办以来
,
约隔一年半召开一次

.

本届大

会是首次在中国召开的 is IA
.

这对我国的声成像研

究和应用
,
无疑将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沈建中 )

全国声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三届一次会议报道

全国声标技委会三届一次会议于 19 9 2 年 6 月 ”

日至 18 日在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召开
.

出席会议的有 :

国家技术监督局标准司李周群副司长
,

国家技术监督

局综合处何志义副处长 ; 中国科学院技术条件局唐宗

衡副局长和张淑影及郝锦升同志 ; 中国标准化与信息

分类编码所业务处杨汉清处长 ; 中国科学院声学所彭

汉民副所长 ;声标技委会三届委员 ;列席会议的有各分

技术委员会秘书长及总技会秘书
.

17 日上午
,

会议由技委会的主管单位— 中科院

技条局唐副局长主持
.

李副司长
、

唐副局长
、

彭副所长

都讲了话
.

他们对技委会第三届的成立表示祝贺
,

对

委员在标准化工作中的无私贡献表示感谢
.

并表示要

尽力支持技委会的工作
.

李副司长指出
,

在目前改革

开放新形势下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性及新趋向
,

是使标

准化工作与市场经济和产品的开发推广有机地联系
.

声标技委会的工作属于理论基础性的
,

在新形势下经

费来源有一定困难
,

希望委员们共同探讨
,

摸索出新的

路子
.

马大欲主任委员简述了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工作

条例和程序
,
重述了本委员会的任务

.

并指出委员都

是对技术工作有经验有见解的专家
,

是聘请来为国家

标准化事业无报酬工作的
,
要求不要有年龄的限制一

些年龄大但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对标准化工作作出了很

大的贡献
,

是件了不起的事
.

他还特别强调标准化工
作的科学性

、

实际性和群众性
,

要求委员们在改革开放

形势下坚持科学态度
,

作风正派
,

发扬民主
,

同心协力

为标准化工作做出新贡献
。

另外
,
由新任秘书长章汝

威同志汇报了第三届技委会的筹备和组建情况
.

最后

由李副司长宣读了第三届委员名单 (共计 33 名 )
,

并给

主任委员马大酞
,
副主任委员高德源

、

吴大胜
、

徐唯义
,

秘书长章汝威发了聘书 ; 由马大献主任委员向全体委

员发了聘书
.

17 日下午及 18 日全天讨论技委会的工作
,

由马
大献主任委员主持

,

讨论了以下几项事宜

一
、

讨论第三届各分技术委员会的组成
.

本技委

会下设四个分技术委员会
.

它们是 : 声学基础分委

会
、

噪声分委会
,

建声分委会和超声水声分委会
.

二
、

讨论已完成报批稿的 11 项标准的上报问题
。

三
、

讨论本技委会的
“
八五” 规划和标准体系表

.

四
、

讨论本技委会章程 (草案 )
。

会议在国家技术监督局
、

中科院技条局
、

声学所的

关心支持下
,

在全体委员及代表的共同努力下
,

经过紧

张
、

热烈
、

认真的讨论
,

完成了会议的预定计划
.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章汝威 )

应用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