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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医学超声辅助自动诊断

系统，包括图像采集模块，用于通过B超检测诊断

仪进行超声波图像的采集，所述B超检测诊断仪

的探头手柄内安装有一三维姿态传感器；图像调

整模块，基于三维姿态传感器所检测到的数据进

行所采集到的超声波图像的偏移调度的调整；图

像预处理模块，用于完成的图像的去噪、增强和

二值化处理；特征提取模块，用于将超声波图像

划分不重叠子区域，通过深度卷积模型提取各个

子区域的LBP特征，形成区域直方图，再将各区域

直方图串联形成增强特征向量；诊断结果输出模

块，基于所述增强特征向量采用最近邻分类器进

行诊断结果的输出。本发明实现了超声诊断结果

的自动输出，大大减少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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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医学超声辅助自动诊断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图像采集模块，用于通过B  超检测诊断仪进行超声波图像的采集，所述B  超检测诊断

仪的探头手柄内安装有一三维姿态传感器；

图像调整模块，基于三维姿态传感器所检测到的数据进行所采集到的超声波图像的偏

移角度的调整；

图像预处理模块，用于完成的图像的去噪、增强和二值化处理；

特征提取模块，用于将超声波图像划分不重叠子区域，通过深度卷积模型提取各个子

区域的LBP特征，形成区域直方图，再将各区域直方图串联形成增强特征向量；

诊断结果输出模块，基于所述增强特征向量采用最近邻分类器进行诊断结果的输出；

所述图像预处理模块采用双边滤波和分段线性变换算法分别进行图像去噪和图像增

强预处理；采用迭代自适应阈值分割法进行图像二值化处理；

所述图像调整模块根据每个图像对应的三维姿态数据确定每个图像的偏转角度，然后

根据每个图像的偏转角度重新绘制每个图像；

绘制时，首先根据每个图像的偏转角度计算每个图像的补充偏转角度；然后根据每个

图像的补充偏转角度重新绘制每个图像；

还包括一图像审核模块，基于深度卷积模型提取各个图像的特征值，基于该特征值进

行图像的审核，若特征值未落入预设的门限，则弹出对话框要求进行当前图像的重新采集；

还包括一超声波探头行走路径生成模块，用于根据三维姿态传感器所检测到的数据进

行超声波探头行走路径的生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医学超声辅助自动诊断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超声检查

流程评估模块，用于根据超声波探头行走路径进行当前检测流程的情况的检测，当超声波

探头行走路径出现偏差时，对话框模块启动输出对应的路径修改要求。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医学超声辅助自动诊断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路径修改要

求以文字连同动态图示的方式进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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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医学超声辅助自动诊断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图像识别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医学超声辅助自动诊断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随着精准医疗及大数据时代的来临，除了诊断文字信息外，影像数据的分析

及应用已经成为临床医学更为核心的环节之一。

[0003] 在目前超声诊断中，超声波切面图像的采集需要凭各科医生的经验在患者的身体

的相应部位进行采集，再加上超声诊断设备在操作上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目前超声波切

面图像的采集、疾病的判断都只能由专业医生进行，但是专业医生数量相当有限，这与超声

诊断的需求增长存在较大的矛盾，导致患者超声诊断需要排队很长时间，延误疾病的诊断，

另外，也造成医生的工作量相当繁重。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种医学超声辅助自动诊断系统。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医学超声辅助自动诊断系统，包括

[0007] 图像采集模块，用于通过B超检测诊断仪进行超声波图像的采集，所述B超检测诊

断仪的探头手柄内安装有一三维姿态传感器；

[0008] 图像调整模块，基于三维姿态传感器所检测到的数据进行所采集到的超声波图像

的偏移调度的调整；

[0009] 图像预处理模块，用于完成的图像的去噪、增强和二值化处理；

[0010] 特征提取模块，用于将超声波图像划分不重叠子区域，通过深度卷积模型提取各

个子区域的LBP特征，形成区域直方图，再将各区域直方图串联形成增强特征向量；

[0011] 诊断结果输出模块，基于所述增强特征向量采用最近邻分类器进行诊断结果的输

出。

[0012] 进一步地，所述图像预处理模块采用双边滤波和分段线性变换算法分别进行图像

去噪和图像增强预处理；采用迭代自适应阈值分割法进行图像二值化处理。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图像调整模块根据每个图像对应的三维姿态数据确定每个图像的

偏转角度，然后根据每个图像的偏转角度重新绘制每个图像；绘制时，首先根据每个图像的

偏转角度计算每个图像的补充偏转角度；然后根据每个图像的补充偏转角度重新绘制每个

图像。

[0014] 进一步地，还包括一图像审核模块，基于深度卷积模型提取各个图像的特征值，基

于该特征值进行图像的审核，若特征值未落入预设的门限，则弹出对话框要求进行当前图

像的重新采集。

[0015] 进一步地，还包括一超声波探头行走路径生成模块，用于根据三维姿态传感器所

检测到的数据进行超声波探头行走路径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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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进一步地，还包括超声检查流程评估模块，用于根据超声波探头行走路径进行当

前检测流程的情况的检测，当超声波探头行走路径出现偏差时，对话框模块启动输出对应

的路径修改要求。

[0017] 进一步地，所述路径修改要求以文字连通动态图示的方式进行输出。

[0018]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9] 1)基于三维姿态传感器进行超声波探头工作路径的记录，从而便于在整个检查过

程中规范检查操作流程，为后期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奠定了基础；

[0020] 2)系统自带路径修改要求反馈功能，方便了医护人员在工作中的学习。

[0021] 3)基于LBP特征的提取和最近邻分类器进行诊断结果的自动输出，大大减少了工

作人员的工作量。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一种医学超声辅助自动诊断系统的系统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24] 如图1所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医学超声辅助自动诊断系统，包括图像采集

模块，用于通过B超检测诊断仪进行超声波图像的采集，所述B超检测诊断仪的探头手柄内

安装有一三维姿态传感器；

[0025] 图像调整模块，基于三维姿态传感器所检测到的数据进行所采集到的超声波图像

的偏移调度的调整；

[0026] 图像预处理模块，用于完成的图像的去噪、增强和二值化处理；

[0027] 特征提取模块，用于将超声波图像划分不重叠子区域，通过深度卷积模型提取各

个子区域的LBP特征，形成区域直方图，再将各区域直方图串联形成增强特征向量；

[0028] 诊断结果输出模块，基于所述增强特征向量采用最近邻分类器进行诊断结果的输

出；

[0029] 图像审核模块，基于深度卷积模型提取各个图像的特征值，基于该特征值进行图

像的审核，若特征值未落入预设的门限，则弹出对话框要求进行当前图像的重新采集。

[0030] 超声波探头行走路径生成模块，用于根据三维姿态传感器所检测到的数据进行超

声波探头行走路径的生成。

[0031] 超声检查流程评估模块，用于根据超声波探头行走路径进行当前检测流程的情况

的检测，当超声波探头行走路径出现偏差时，对话框模块启动输出对应的路径修改要求，所

述路径修改要求以文字连通动态图示的方式进行输出。

[0032] 本实施例中，所述图像预处理模块采用双边滤波和分段线性变换算法分别进行图

像去噪和图像增强预处理；采用迭代自适应阈值分割法进行图像二值化处理。

[0033] 本实施例中，所述图像调整模块根据每个图像对应的三维姿态数据确定每个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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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转角度，然后根据每个图像的偏转角度重新绘制每个图像；绘制时，首先根据每个图像

的偏转角度计算每个图像的补充偏转角度；然后根据每个图像的补充偏转角度重新绘制每

个图像。

[0034]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化或修改，这并不影

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申请的实施例和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任意相

互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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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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