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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數位醫學影像的發展，藉由電腦科技將醫學影像做特殊的分析與適當的處理後，可將特定組織或病灶保留或凸顯出來

。然而光從單一種類的的影像上無法獲得足夠的資訊，所以將多種類的醫學影像校準及融合在一起是有其重要性。 斷層醫

學影像作三維空間體積重建的技術是現代醫學的重大進步，斷層影像所提供的訊息不僅可以是結構性的影像，例如磁振造

影（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血管磁振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每一種斷層影像

都提供了不同種類的醫學訊息，經由影像校準（Image Registration）及融合（Image Fusion）技術來整合各種不同的影像訊

息，結合兩類影像的優點，可給予醫師在診斷或治療上更多資訊協助診斷。 本論文針對大腦膠樣變性（Gliosis）及顱內血

管狹窄兩種不同醫療影像，利用分散搜尋法（Scatter Search、SS）與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GA）搜尋校準之最

佳幾何轉換參數組合進行三維影像校準及融合，並且將結果三維視覺化，以提供醫師病變區域之三維空間資訊。經由實驗

結果顯示，分散搜尋法在校準最小誤差優於基因演算法。 本論文藉由影像處理和影像三維重建技術開發電腦輔助診斷系統

，以三維視覺化方式成像腦部膠樣變性及顱內血管狹窄，並由專業人士判別是否有其相關性，以提昇臨床診斷之醫療品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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