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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探索·

T-PACS在医学影像专业学生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

刘旺华 卓乐兵 许崇永 何家维 陈伟

在国内各大院校医学影像专业的实习及临床

教学中，传统的应用胶片的影像带教模式已经被淘

汰，取而代之的是医学影像信息系统（picture ar⁃
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PACS）。它主要

是运用高速计算机及网络，对医学图像进行数字化

采集、储存、管理、处理和传输，使图像资源可以有

序管理和便捷使用[1,2]。PACS系统应用于教学主要

有以下优点：①PACS系统病例资料丰富、全面、便于

调阅、不受限于空间和时间；②便于给学生授课讲

解各种典型病例，利于培养学生临床阅片能力，使

其快速成长；③可举一反三找同病异影及异病同影

的疾病指导学生学习，提高学生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技能[3]。温州医科大学两大直属医院——温医一院

与二院均于 2003年引入 PACS系统。PACS系统的

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医学影像学的教学质量，同时也

带来了一系列问题：①PCAS系统被用于教学时占用

科室电脑等资源，扰乱正常的临床工作；②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错误的诊断（未经老师审核的报告）可

能会影响其他医生的正常临床工作；③当前许多医

院对放射科医生的考核与奖金发放都是量化指标，

再加上繁忙的日常临床工作，无法保证学生的阅片

以及实践时间，也无法对其进行系统管理[4]。基于

以上各方面因素，我校医学影像实验室于 2010年引

进、创建 T-PACS 系统（teaching-picture archiving
communicating system，T-PACS）。T-PACS 是指在

PACS 的基础上，将放射科信息管理系统（radiology

information system，RIS）的一个节点处接入教学服

务器，通过此服务器分别接入教学系统的教师端

口、学生端口及其它多媒体设备，能够将教学管理

系统、影像资源中心集于一体的教学平台[5]。现将

本校构建T-PACS 系统以来其在影像教学中的优势

和不足报道如下。

1 T-PACS系统相对于传统放射诊断实践课的

优势

1.1 节约大量人力物力 传统的放射诊断实践课

程采用胶片进行教学，而复制胶片以及收集胶片都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且过程漫长冗杂。教师课前

需花费很长一段时间整理上课所需胶片并且需要

携带大量胶片。而利用T-PACS系统教师只需查找

分目录或输入关键词可快速查询，获得相关资料。

1.2 提高教学质量 传统影像教学的一般程序为

教师统一讲解后，学生进行分组轮流阅片。不同学

生因内在因素（如个人理解能力、学习能力差异，视

力情况等）和外在因素（教师讲解时所在位置、胶片

清晰度、灯箱亮度等）导致授课效果参差不齐。使

用 T-PACS系统后，可以通过教师端口统一操控学

生端电脑，使每个同学都能同步且清晰地聆听教师

讲解，教学过程中教师又可以通过调节窗位与窗宽

着重显示病变特征区域，加深学生对图像与相关疾

病的理解与记忆[6]。在个人实践过程中，学生可以

根据自身情况调节对比度、分辨率重新对图像进行

重建，并根据自身掌握情况按需对教学内容进行巩

固，明显提高了对医学影像学的学习热情[4]。

1.3 培养规范书写诊断报告能力 T-PACS系统具

有查看每个病例的诊断报告书的功能，医学生通过

对规范诊断报告书的学习，可以有效掌握诊断专业

用语及诊断报告书写规范，有效提升医学生规范书

写诊断报告的能力[7]。

1.4 利于掌握医学大纲中涉及的知识点 T-P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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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同时设有影像学题库，题库中皆为我校医学影

像学教研组根据医学大纲中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

点出的考题，灵活考核学生对涉及知识点的掌握情

况，学生点击出题即可以自动生成试题，由学生自

由进行模拟考试或练习。

1.5 便于熟练操作临床 PACS系统 T-PACS系统

完全模拟临床上所使用的PACS系统的人机界面及

医院影像科操作模式，医学生可以快速掌握临床

PACS系统的操作，减少进入临床时前期对系统的熟

悉时间，更早进入疾病诊断阶段。

2 T-PACS系统相对于PACS系统的优势

PACS的概念最早提出于 80年代，但 20世纪初

才真正熟练运用于临床。这是因为PACS系统必须

以强大的软件和硬件为基础，需要有高端的数字化

影像设备结合大容量的数字信息存储网络系统，相

较于其它信息系统，它的专业性更强，高端设备更

多，投入资金更大，涉及的科室更广，故所需的建设

时间更长，对安全操作的要求更高。同时，PACS系

统必须保证保护好患者的医疗信息，一是保存好患

者的摄片资料，防止系统因病毒或操作故障导致信

息丢失；二是保护好患者隐私，不使患者敏感信息

泄露。而 T-PACS 系统相对于 PACS 系统的优势

在于：

2.1 不增加运行负担 T-PACS系统相对独立于医

院PACS系统，可以减少日常教学过程给医院PACS
系统带来运行负担、妨碍医院相关科室的正常运

行[8]。

2.2 不增加系统安全隐患 采用相对独立的 T-
PACS系统可以有效减少多端口操作、存储网络共享

以及外来软件使用时带入病毒，致使 PACS系统瘫

痪、中毒的机会，增加了医院 PACS 系统运行稳定

性，提供了相对更安全的运行环境。

2.3 有利于保护患者信息 采用独立的T-PACS系

统，有效避免学生因错误操作导致患者医疗信息改

变、丢失甚至使系统瘫痪的情况发生，而且学生必

须在指定教室中及相关教师指导下进行操作，也可

以有效减少错误操作的发生，同时有效避免患者敏

感信息泄露。同时，影像学实验室安排专业人员对

T-PACS系统进行定期检查与管理，对T-PACS系统

安装自动恢复功能，每次关机时自动进行系统恢

复，利于T-PACS系统的长期稳定、安全运行。

2.4 有利于对师生进行个性化管理 T-PACS 系

统将教师和学生的权限个性化分离，教师端负责师

生互动、教学资源管理、题库管理、网络监管等内

容；学生端则享有互动、模拟诊断、教学资源共享、

在线考试等功能；Web 端除了可以直接调阅 PACS
系统的影像用于教学外，更重要的是将 PACS系统

中的典型病例上传至 T-PACS系统服务器，建立起

医学影像资源中心（medical Image resource center，
MIRC）教学资源管理库，然后对其进行分类管理。

3 T-PACS系统存在的不足

3.1 缺乏一个完善的数据库 由于我校临床与教

学启用 PACS 系统的时间不长，T-PACS 系统内数

据仍不够完善，旧的影像学资料未完全导入，新的

资料累积量又相对小，而且数据仅来自于温医一

院，缺乏多学校多医院之间的资源共享。虽然有不

少机构与医院已经开始建设用于教学的数字化影

像图片库，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 PACS系统

开发商能提供一个统一权威的成品电子化教学数

据库[9,10]。

3.2 后期投入较多 由于T-PACS系统对设备及计

算机的硬件要求较高，需要不定期地更换设备，后

期仍需较高的投入。而且由于T-PACS系统只能在

特定网络下运行，导致学生只能在影像实验室中进

行操作，不少学生希望延长影像学习时间，这势必

要求学校增添电脑设备，需要更多的安置空间与管

理人员，增加了学校的运行负担。

4 展望

T-PACS 系统能将“教”与“学”两方面有机结

合，并且将其应用于医学影像学教学和实践中可以

显著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提升医学生的影像学学

习热情，它在充分发挥PACS 教学优势的同时，对其

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给予合理的解决，为影像教学

带来了新的跨越。而针对数据库问题，多家医院、

医科大学与软件开发商合作，建立一个完整的权威

T-PACS 系统数据库是以后影像学教学发展的趋

势[11]。且目前已经有不少报道提及建设基于浏览器

的PACS播放器，使医生、患者不处于医院网络下仍

可以对X片、CT、MRI图像等进行浏览。因此，建议

学校加大后期投入，建立一个web-based T-PACS系

统浏览器，使学生在课堂以外的时间也可以对 T-
PACS系统内图像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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