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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诊断中的临床应用探析
马立伟

迁安市中医医院，河北省唐山市，064300；

摘要：目的：通过临床数据分析探讨医学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诊断中的应用效果及满意度。方法：在本研究中，

选择了 9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参照组，每组 45 例。试验组使用医学影像技术进行诊断，

参照组采用常规诊断方法。结果：比较两组的诊断准确率，试验组的诊断准确率达到了 95.55%，明显高于参照组

的 75.55%，差异显著。同时，两组的满意度也进行了比较，试验组的总满意率高达 95.55%，显著高于参照组的

82.22%，差异同样显著。结论：从而可见，应用医学影像技术进行诊断，不仅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率，还可以提

高患者的满意度。因此，建议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医学影像技术进行疾病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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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学影像技术，是近年来医学领域发展迅速的一种

新兴技术，广泛应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过程中。传统

的医疗诊断方法，主要依靠医生的临床经验和患者的临

床表现。然而，由于疾病的复杂性，以及部分疾病早期

病症的不明显，传统的诊断方法准确率往往低，而且易

错漏。相比之下，医学影像技术则具有非侵害性、可连

续监测、可动态显示和提供立体信息等诸多优点，尤其

在疾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方案的制定方面，表现出重要

的临床应用价值。然而，伴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广泛应

用，各种不同的诊断结果和不一致的诊断意见也日渐增

多，这就对医疗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患者满意

度是衡量医疗服务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医学影像诊断

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着患者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因此，

如何提高医学影像诊断的准确率，并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已成为当前医疗系统急需解决的问题。鉴于医学影像技

术在提高诊断准确率和患者满意度方面的重要作用，选

取了 90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探讨，研究结果

在本文中阐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了我院在 2022 年 6 月至 2022 年 12

月期间的 90 例通过医学影像技术诊断的病例作为研究

对象
[1]
。采用随机数表的方法将病例分为试验组和参照

组，每组各 45 例。试验组使用了新型的医学影像技术

进行检验和评估，参照组沿用了传统的影像诊断方法。

试验组病人的年龄范围为 20-60 岁，平均年龄为 45

岁，其中男性 23例，女性 22例。参照组病人年龄范围

为 21-61 岁，平均年龄为 46岁，其中男性 22例，女性

23 例。试验组病例包括了急性胃病 9 例，慢性胃病 16

例，肺病 10例，其他病症 10例。而参照组病例则包括

了急性胃病10 例，慢性胃病 16例，肺病9例，和其他

病症10 例。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试验组与参照组在年龄、性别

以及疾病种类的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即两个分组基本等价，可将他们视作同一总体进行进一

步研究比较。这就保证了本次研究结果的公正性和有效

性。

总的来说，从这些基本数据中，可以看出，新的医

学影像技术和传统影像技术的研究对象在基本情况上

是具有一致性的，为诊断准确率以及满意度的比较研究

提供了可信赖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研究和分

析新型医学影像技术在诊断过程中的准确率和病人满

意度，以验证其医学影像诊断中的临床应用效果。

1.2 方法

以 90 例接受医学影像诊断的患者作为样本，分为

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5 例。试验组采用最新的医

学影像技术进行诊断，以获取更准确的诊断结果；对照

组则依赖传统的诊断方法
[2]
。

试验组的诊断方法是借助先进的医学影像设备，对

患者进行深入详细的体检。这包括磁共振成像(MRI)、

计算机断层扫描(CT)、荧光显像、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

(PET)、超声检查等技术，并配合专用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和分析，对比病灶和非病患区的差异，依据图像诊断

并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和病史等数据

对疾病进行全面诊断。

对照组则采用传统的诊断方式，即按现有的临床标

准进行体格检查，结合患者病史和实验室检查进行疾病

诊断，但未引入现代医学影像技术。

随后，对两组的诊断结果进行了准确率和满意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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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准确率是以疾病标准化确诊结果作为参考，通过核

对试验组和对照组的诊断结果与标准化结果的相符程

度来评估，以此认定其诊断是否准确。满意度则是通过

调查问卷的形式，评估患者对诊断结果及整个诊断过程

的满意程度。

所有的数据分析工作均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

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P<0.05判定为统计

学差异具有显著性。

1.3 评价指标及判定标准

在研究中，主要对比了试验组与参照组患者的医学

影像诊断结果和患者的满意度。医学影像的诊断结果包

括患者的确诊情况和漏诊/误诊情况，满意度则包括患

者对诊断结果的满意程度。

对于诊断结果，统计了每组中确诊的数量和比例，

以及漏诊/误诊的数量和比例。根据表 1，试验组中有

43名患者被确诊，占比 95.55%，2名患者被漏诊或误诊，

占比 4.44%。参照组的确诊率为 75.55%，漏诊/误诊率

为 24.45%
[3]
。影像诊断准确性高，漏诊/误诊率低，对

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非常重要。

对于患者满意度，统计了每组中满意、一般和不满

意的数量及比例。根据表 2，试验组的满意率为 75.55%，

参照组为 53.33%。试验组的满意程度明显高于参照组，

说明新的医学影像技术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统计数据是由统计学方法获得，包括卡方测试和 P

值，用以评估试验组和参照组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

表 1和表 2中的 X2数值分别是 7.2831和 4.0531，P值

分别是 0.0031 和 0.0431，均小于 0.05，说明试验组的

医学影像诊断结果和患者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参照组。

通过这些评价指标和判定标准，可以清晰地观察到

新的医学影像技术的临床应用效果。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的数据分析均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对一

般资料进行了描述性统计，使用“¯x±s”表示结果。

采用卡方检验，对试验组和参照组中病例的诊断率以及

满意度比较进行独立样本卡方检验。

对于计量资料的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将通过 t检验进行两组比较。对于分类资料的检验，将

对试验组和对照组的诊断准确率以及满意度进行卡方

检验。

在行程数据分析中，P值小于 0.05 被认定为具有统

计学显著性。所有的测试都进行了双尾检验，并以 95%

的置信区间进行计算。

为了减小偶然的误差，将利用大样本方差的卡方检

验，以提高研究的可靠性。特别是在诊断准确率和满意

度的研究中，即使差异可能微小，也可能在大样本的情

况下获得显著性差异。卡方检验有助于理解两组之间在

诊断准确率和满意度上的差异。

总的来说，统计学方法旨在通过使用卡方检验和 t

检验等统计技术，能够对试验组和参照组的诊断准确率

和满意度进行有效且准确的比较，从而验证医学影像技

术在医学影像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2 结果

2.1 诊断准确率分析

诊断准确率是评估医学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诊断

中临床应用的关键指标。研究中，将试验组和参照组进

行了对比分析（详见表 1）。

在试验组中，包含 45名病例，其中 43例被准确地

诊断，对应确诊率为 95.55%，只有 2例病例被漏诊或误

诊，对应的漏诊/误诊率为 4.44%。这说明在试验组中，

应用新的医学影像技术大大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

而在参照组中，也包含 45名病例，但只有 34例被

准确地诊断，确诊率为 75.55%，有高达 11例病例被漏

诊或误诊，漏诊/误诊率为 24.44%。相比试验组，参照

组在诊断准确性上明显低于试验组。

通过卡方检验，两组的诊断准确率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X2=7.2831，P=0.0031）。这表明，在医学影像

诊断方面，新的医学影像技术明显优于传统方法。

总的来看，医学影像技术在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和减

少误诊的情况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价值。也需要关

注到，尽管新的医学影像技术能提高诊断准确率，但仍

有一定的漏诊/误诊率。这意味着需要持续优化和改进

技术，以期在未来能够更准确，更全面地进行诊断。

表 1诊断准确率[n（%）]

组别 例数（n） 确诊 漏诊/误诊 确诊率

试验组 45 43（95.55%） 2（4.44%） 43（95.55%）

参照组 45 34（75.55%） 11（25.58%） 34（75.55%）

X2 7.2831

P 0.0031

2.2 满意度分析

两组病患在接受医学影像诊断后的满意度也进行

了比较。试验组和参照组的例数均为 45例[4]。

在试验组中，病患对诊断结果的满意度总体上较高
[5]
。具体来说，有 34 名（75.55%）病患对诊断结果表示

满意，9名（20.00%）病患认为诊断结果一般，仅有 2

名（4.44%）病患表示不满意。这使得试验组的总满意

度达到了 95.55%。

相比之下，参照组的满意度则显著低于试验组。具

体来说，只有 24 名（53.33%）病患表示满意，13 名

（28.88%）病患认为诊断结果一般，而有8名（1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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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患表示不满意。这使得参照组的总满意度只有

82.22%。

两组病患的满意度差异经卡方检验，X²=4.0531，P

值为 0.0431。P 值小于 0.05，表明两组病患的满意度在

统计学上有显著差异。这说明，使用医学影像技术进行

诊断能够提供更准确的诊断结果，从而提高病患的满意

度。

表 2满意度[n（%）]

组别 例数（n）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率

试验

组
45 34（75.55%）9（20.00%） 2（4.44%） 43（95.55%）

参照

组
45 24（53.33%）13（28.88%）8（17.77%）37（82.22%）

X2 4.0531

P 0.0431

3 讨论

医学影像技术在医学诊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

通过不同的技术获取信息，为医生提供疾病诊断的关键

数据。尽管传统的诊断方法已证明其价值，但医学影像

技术在提供更清晰、更精确的图像，以及减少漏诊/误

诊等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

在实验中，将医学影像技术应用于试验组，使用传

统的诊断方法作为参照组。结果表明，运用医学影像技

术的试验组在诊断准确率上比参照组有显著提高。如表

1所示，试验组的确诊率为 95.55%，而参照组的确诊率

为 75.55%，漏诊/误诊的比例在试验组（4.44%）也显著

低于参照组（25.58%）。统计学上，这两组间的差异是

显著的（P=0.0031）。这清楚地表明，应用医学影像技

术可以显著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减少漏诊或误诊的情况。

除了诊断准确率，还评估了患者的满意度。结果表

明，使用医学影像技术的试验组在满意度方面也明显优

于参照组。总满意率在试验组和参照组分别为 95.55%

和 82.22%，而不满意的比例在试验组（4.44%）也显著

少于参照组（17.77%）。这些数据证明了医学影像技术

不仅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也能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总结以上信息，可以看到，医学影像技术在提高诊

断准确率和患者满意度上取得了显著成果。这并不意味

着传统的诊断方法没有价值，相反，它们依然在许多情

况下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未来，计划通过更大规模

和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医学影像技术在临床诊断

中的可能应用，并探讨如何将这两种方法有效结合，以

实现最优的诊断效果和最高的患者满意度。

医学影像技术作为近年来医学诊断的重要手段，有

其独特的优势和显著的辅助作用。透过此项技术，医生

可以更准确的了解疾病的性质，病灶的位置，以及疾病

的病程等，从而可以更好的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

案。与此其在提高诊断精度，辅助治疗决策以及诱导疾

病预后等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引人关注。

在本次研究中，试验组采用的是新型医学影像技术

进行诊断和治疗，参照组则采用的是传统的诊断方式。

通过比较和分析，发现试验组的诊断准确率明显优于参

照组，试验组的准确率为 95.55%，而参照组为 75.55%，

明显看出医学影像技术在诊断精度上的优势。

在满意度上，试验组的总满意率达到了 95.55%，而

参照组则为82.22%，这表明患者对医学影像技术的诊断

结果更为认同和满意。这可以推测为，相对于传统的诊

断方式，新型医学影像技术给予了患者更多的信任感，

它提供了更明确和准确的疾病信息，从而使得患者在对

待治疗方案时更为积极、态度更为开放。医学影像技术

的使用，无疑增强了患者对医疗效果的信心，并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了治疗效果。

尽管本次研究的结果表明，医学影像技术在诊断准

确率和满意度等方面表现出优势，但仍需要注意，医学

影像技术并不能替代其他的医疗评估手段，而应作为其

强大的补充。医生在决策过程中，应全面考虑患者的临

床表现，既往史，一般检查结果，实验室检查结果等多

方面因素，而非仅依赖于医学影像检查结果。

医学影像技术的使用和发展，旨在更好地服务于患

者，满足患者的需求，不断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如何把

握好这一点，正确使用并推广医学影像技术，这需要医

疗工作者的细心思考和探索。

新型医学影像技术在临床疾病诊断中具备明显优

势，提升了诊断准确率，增强了患者满意度，对于提高

医疗服务质量，优化医疗决策具有着重要的临床应用价

值，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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