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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强型多帧影像 

为什么 – 功能和优点 

多帧影像模型 

• 功能群 

• 维度和影像堆 

• 影像数据串联 

以前发布的影像对象的转换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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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新一代的
影像对象? 

成像技术正从平面中的像素（2维）到体积中的体素
（3维）甚至更高维空间（n维） 

• 时间，空间，频率，张量，流 … 

• 来自不断发展的先进信号处理的新维度 

数据量在不断增长 

• 功能 MR 可能产生多于10,000帧的影像 

• 对象每帧的大量的多余消耗 ------ 冗余的影像头，数据
库的插入时间，每个影像传输的确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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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开销  

数据集 (属性+像素) 

C-Store 响应(确认) 

C-Store 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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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 解析, 检查, 数
据库的提交 

DB DB 

DB 

整个序列仅有的一次延迟 

试想: 10.000 幅影像 = 10.000秒的延迟 ~3 个小时的延迟 

时间 

DB 单帧 

影像 

传输 

多帧 

影像 

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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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维度的概括 

许多影像采集的维度在不同的设备中是相同的 

• 空间位置，时间，解析，核心阶段，对比阶段 … 

 

所有的维度都能用相同的算法或数学处理 

• 如果他们定义了一致的数据结构 

 

接近所有设备和维度的新一代的架构标准化的数据方法 

• 简化应用程序逻辑 

• 通过最小的应用程序的改变可以增加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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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优点 

• 通过现代影像采集参数和场景信息，支持最新的设
备应用 

• 通过使用更少的私有数据元素，更多的强制性的元
素以及更严格的规则，更好地支持多供应商的互操
作性 

• 使用一致的数据结构和值域标准，增加临床应用功
能 

• 使用数据对象创建者定义的维度信息，实现设备显
示行为的一致性 

• 通过减少数据对象的数目，提高传输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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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增强型的多帧范式是一种适用于所有新的多
帧信息对象定义的基础结构 

• 经典的信息对象定义的增强型的版本:  

CT, MR影像, MR光谱, PET, US,  

XA, XRF 

• 新的信息对象定义: 

3DXR and DBT, 血管内的OCT, 眼科断层扫描, 

病理学的WSI, 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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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帧对象常可以编
码一个全序列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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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多帧技术有哪些？ 

多帧影像在1993年的DICOM规范中就已经存在了 

• 每一帧的参数都有不同的属性 

• 拥有和信息对象定义的不一致的技术 

新方法 

• 功能组 – 每一帧的所有参数的单一的结构 

• 维度多属性 – 多帧影像的描述导航（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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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帧到多帧 

N 对象, N  头部 

N 帧, 1 头部 

固定的数据 维度数据 每帧的头部 固定的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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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组 

一个功能组就是一个有逻辑相关性的数据元的集合，
它可以通过帧的框架一起改变 

每个功能组通过一个序列项目在序列的属性上进行编
码 

一个 “迷你模块” 

实例:  

• 平面位置,平面取向, 核心阶段,  

MR 脉冲序列 , 动态表, 框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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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素测量功能组 

封装 

序列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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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方面的功能组 

一个功能组包括二选一（不能都包括）的序列: 

• 共享功能组序列 

功能组的元素值不能够通过对象（相同帧）进行改变 

这些序列的长度有可能为0 

• 功能组序列的每帧 

功能组包含的元素的值可能会从一帧到另一帧进行改变.  

影像中包含尽可能多帧的项目. 



Title of Presentation (may abbreviate but identify the presentation.)  14 

帧信息数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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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和影像堆 

功能组的每帧都提供离散的可以变化的属性 

需要将这些属性（以及他们各自的帧）组织成有意义的
用户集 

维度 通过一些以一种一致性的方式进行变化的功能组
的值的帧 

影像堆 是一些有几何关系（例如它可表现出特定的可
供解析的体积）的帧组成的组，它拥有一个“堆内位置
”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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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改变的属性的示例 

位置 

时间 

心血管周期中的相位 

体积 

方向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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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影像堆的特殊的索引 

 

堆栈 ID3 

帧号 1 - 5 

帧号 6-10 

帧号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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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栈内位置 

堆栈 ID2 

堆栈 ID1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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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栈内位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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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栈内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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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度数据集 

谁最知道组织索引的重要的数据是哪些？ 

• 影像对象的创造者! 

• 维度模型中的维度定义 

框架必须在一些特定的对象中有序吗? 

• 不要! 物理帧的顺序是不相关的; 应该使用逻辑顺序来使用
或者表示 

• 在功能组的帧内容上，每帧都有它自己的逻辑位置，功能
组的维度索引值   

• 简单的应用程序（例如展示）进行简单的遍历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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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帧影像数据对象
太大怎么办？ 

影像大于文件系统，媒体或数据库存储（4GB像素，
640MB CD，等等） 

通过串联改变文件大小的灵活性 

如果需要，多帧影响的内容可以分成不少于一个SOP实体 

这些SOP实体一起形成了一个串联，它是一群SOP实体在
一个系列中唯一标识的串联用户身份证明（0020,9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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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帧的串联 

说明: 

像素数据(不同规模) 

维度数据(不同规模) 

每帧的数据头 

固定的数据头 

一个物体使用相同的串联UID可以分成两个或多个SOP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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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的影像数据在逻辑
上是单个多帧影像 

在相同的序列中 

有相同的维度索引 

使用一个相关性UID (0020,9161)进行唯一性标识 

“独立的”影像对象有相同的实例号 : 

 

表 C.7.6.16-1 

多帧功能组模型属性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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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发布的影像对象的转换 

为什么是以前发布的影像对象？ 

•大量的经典对象的存档 

•支持从经典过渡到增强的多帧的环境 

•最大利益化的手段 

•减少传送的时间 

•预备好先进的应用程序 

信息对象定义 (使用宽松的相关性) 

•遗留的转换增强CT, MR, 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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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的工作流程 

Modality 

Modality 

Workstations 

PACS 

Convert	
SF	->	MF	

Convert	
MF	->	SF	

PACS 

Convert	
SF	->	MF	

Convert	
MF	->	SF	

Classic	SF	

Legacy	Converted	MF	

True	Enhanced	MF	

从单帧到多帧对象的异构环境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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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增强的多帧模型是DICOM影像对象的一种新的核心
的范式 

关键性的支持:  

•大数据集上有更好的性能 

•采集技术的不断发展 

•支持所有设备的n维度成像的先进的应用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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