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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脊柱侧弯是一种三维的脊柱畸形，可能导致胸廓畸形、骨盆倾斜等异常形态，严重者甚至出现神经受损、大小便异常

等症状。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人数已经超过五百万，发病率为3%至5%左右，并且还在逐年增加。因此，对脊柱侧弯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本文首次系统性介绍了利用计算机对脊柱侧弯进行筛查与诊断的研究，并分析了在该问题域不同

模型的优势以及局限性。同时，本文论述了目前该领域的发展瓶颈，展望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机器学习；脊柱侧弯；深度学习；多模态图像 

中图分类号：TP391.4，R682.3 

 

Intelligent Scoliosis Screening and Diagnosis: A Survey 

Zhang Zhenlin1, Pu Lixin1,2▽, Li Ang3 , Zhang Jun2, Li Xianjie4 , Fan Jipeng2 

1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Sichuan Chengdu 611731) 

2 (Chengdu Chengdian Jinpan Health Data Technology Limited Company, Sichuan Chengdu 611731) 

3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CM, Sichuan Chengdu 611731) 

4 (Zigo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Sichuan Zigong 643099)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plx@uestc.edu.cn 

 

Abstract Scoliosis is a three-dimensional spinal deformity, which may lead to abnormal morphologies, such as thoracic deformity, and 

pelvic tilt. Severe patients may suffer from nerve damage and urinary abnormalities. At present, the number of scoliosis patient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s exceeded five million in China, the incidence rate is about 3% to 5% which is growing every year. 

The research on scoliosis, therefore, has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s computer-assisted scoliosis 

screening and diagnosis as well as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different algorithm models in the current issue field. 

Moreover,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in this field and looks forward to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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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脊柱侧凸1（scoliosis，SOS）即脊柱侧弯，是一

种三维的脊柱畸形
[1]
，科布氏角（Cobb）[2]大于10°

便可以称之为脊柱侧弯。一般利用Adam前屈测试
[3]

来进行初步筛查。如果观察到背部突起，则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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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脊柱侧弯，需要拍摄X光片并计算其Cobb角进行

进一步确诊。通常拍摄人体脊柱X光片医学图像，

包括矢状面和冠状面，或者利用全长站立脊柱X光

图像来进行脊柱侧弯严重程度、性质及发展状况的

评估，并进一步进行定量评价。 

一般性的脊柱侧弯评价指标是Cobb角，1948年，

Cobb等人[2]首次定义了Cobb角：从上椎骨的上端到

下椎骨的下端测量时椎柱特定区域的最大角度，并

且给出了其测量方法。从此Cobb角成为衡量脊柱侧

弯的“金标准”。但该方法存在一些弊端：（1）Cobb

测量方法只利用到了脊柱二维平面的信息，没有利

用三维空间中的结构信息而导致测量误差；（2）医

生在X光片上进行划线、测量等操作，需要经验较



 

为丰富的临床医生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且结果

受医生个人的主观影响较大；（3）Cobb角测量必须

以患者的X光片作为测量基础，X射线的照射会对患

者造成多方面的损伤[4, 5]。该方法优势同样明显：测

量方法统一且结果稳定，指证性较好。 

本文首次对该领域进行回顾性总结，将解决方

案归纳为基于图像处理、基于点云处理以及其他方

法，并分析了不同方案优点以及局限性，同时探讨

了限制该领域的发展瓶颈与未来发展趋势。 

 

1 脊柱分割与识别 

脊柱识别与分割是医学图像处理中的一个重要

课题，对于很多疾病包括脊柱侧弯的防治与筛查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图像分割领域的一个重要挑

战。在2019与2020年的医学图像计算与计算机辅助

干预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dical 

Image Computing and Computer Assisted Interventio- 

n，MICCAI）中引入了脊柱分割任务，Sekuboyina

等人[6]对这两年的比赛结果进行了总结。比赛使用

官方提供的CT数据集进行算法模型的训练，整个挑

战分为三个阶段：（1）算法模型训练；（2）基于

白盒的算法模型测试；（3）基于黑盒的算法模型测

试。参赛者在第（1）、（2）阶段中提出算法并衡

量算法性能以及表现性，第（3）阶段为黑盒测试，

算法的表现将由组织方根据提交的算法模型进行封

闭式的测试。这样的测试流程对算法的泛化性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 

本文对参加比赛的 25 种算法进行了简要介绍，

总结出四个衡量指标：识别率、定位距离、Dice 系

数[7]以及 Hausdorff 距离[8]。其中前两个指标体现算

法定位与标签的性能，后两个指标衡量图像分割的

性能。 

Payer 等[9]将总任务分为三个阶段来完成：（1）

脊柱定位；（2）椎体定位与识别；（3）椎体分割。

在（1）阶段中作者使用一种 U-Net[10]的变体来回归

脊柱中心线的热图，在第（2）阶段中使用 Spatial- 

Configuration-Net[11]定位每个椎体的中心，在（3）

阶段中作者使用 U-Net 发来进行二值分割，获得了

较好的效果。其黑盒测试上的识别率为 94.25%，定

位距离为 4.8mm，Dice 距离为 89.8%，Hausdorff 距

离 7.08mm. 在 2019 年所有算法中名列第一。 Less- 

mann 等人[12]同样使用了 U-Net 网络，其主思想在于

不断迭代移动 ROI（Region of Interest，ROI）来进

行图像分割，并且得到了不错的效果，排名第二。 

在 2020 年的 MICCAI 脊柱分割比赛中，Chen 

等人[13]提出一种基于深度推理网络的多阶段解决方

法。通过一个简单低分辨率 U-Net 来确定大致区域

后，利用一个高分辨率 U-Net 对整个脊柱进行二进

制分割。在椎体分割阶段，作者受 Lessmann 等人[12]

启发采用迭代式的 3D U-Net 对椎骨和背景进行分

割，创新性使用深度推理框架对模型进行编码和约

束，充分利用解剖结构与先验信息，最终在所有算

法中脱颖而出。在黑盒测试中识别率达到 96.58%，

定位距离为 1.38mm，Dice 距离为 91.23%，Hausdorff

距离 7.15mm。 

张辰翰[14]基于 U-Net 模型提出了改进的椎骨分

割模型 DAU -Net，有效提升了分割效率，减少了参

数规模。文章还提出了一种基于半监督模型的框架

来进行椎骨分割，减少人工标注成本并有效解决了

高质量数据集不足等问题。 

Nicolaes [15]也利用 3D 卷积网络进行分割，其

AUC 达到了 93%；Tao 等人[16]通过估计标记点来定

位脊柱曲线，得到了较好的 SMAPE 评分。在该方

向的研究还有很多。但以上方法利用 X 光或 CT 图

像获得脊柱定位与识别，在进行脊柱侧弯筛查与诊

断任务时需要进行其他辅助工作，增加了任务的工

作量。 

 

2 基于图像处理的脊柱侧弯筛查诊断 

图像处理是目前脊柱侧弯智能诊断的主流方

法，也是发展较为成熟的研究方向。该方法大都基

于CNN来搭建架构，也产生了很多其他变体。除直

接利用X光外，也发展出了利用多模态图像以及图

像生成的方法进行诊断。 

2.1  基于X光图像的筛查诊断 

BoostNet [17]与MVC-Net [18]是两种典型的利用

X光图像进行脊柱侧弯诊断的算法模型。BoostNet

模型对X光图像进行脊柱标记点检测与定位，将卷

积神经网络与统计方法相结合，利用检测到的标记

点进行评估。而MVC-Net模型将任务分为三个阶段，

对每个阶段设计了不同的方法，采用包括卷积层、

脊柱关键点估计器、Cobb角估计器等方法相结合输

出脊柱的关键点与Cobb角。 

刘帆
[19]

总结了基于CNN的脊柱侧弯筛查方法，

首先比较了R-CNN、Fast R-CNN和Faster R-CNN等



                                

模型在目标定位方面的性能，并对患者背部进行定

位。其次通过多种经典卷积神经网络，如AlexNet、

VGG、DenseNet以及ResNet等进行效果对比。作者

根据Cobb角度的大小将其分为未患病（Cobb角度为

0~10）、轻度脊柱侧弯（Cobb角度为11~25）、中

度脊柱侧弯（Cobb角度26~45）和重度脊柱侧弯

（Cobb角度＞45）四个等级，通过机器学习模型进

行分类。最终作者选用Faster R-CNN与ResNet50模

型组成三个二分类器进行分类，准确率分别达到

91.23%、86.92%和82.45%。 

涂勇成
[20]

提出了一种针对X光片的传统机器学

习算法来实现Cobb角的自动测量。首先使用增强分

水岭分割算法进行脊柱分割并提取各脊椎中心点，

其次使用六次多项式对中心点集进行曲线拟合得出

脊柱曲线，最后通过计算脊柱曲线中二阶导为0的点

切线之间夹角计算出Cobb角。实验结果表明算法可

达到99.0%的检测精准率、80.33%的分割精度与

±4.99°的Cobb角测量误差。同时该研究表明传统的

机器学习算法同样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 

Caesarendra等人[21]提出一种使用CNN进行脊柱

侧弯诊断的方法，利用输入X光图像获得十七个脊

椎骨的位置，通过进一步处理得到Cobb角度的输出。

该方法得到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3.6%，并且在可靠性

等方面也与临床医生的诊断结果相近。 

基于X光图像的脊柱侧弯诊断一直被认为是最

可靠的诊断方法，在该方向的研究也已经较为饱和，

达到了较高的准确率。但X光对人体的损害不可避

免，这也是其他方法致力解决的问题。 

2.2 基于其他模态图像的筛查诊断 

利用3D超声图像SPA（spinous process angle，

SPA)估计X-ray Cobb angle (XCA)。Yang等[22]提出一

种利用半自动化脊柱横向过程相关标志方法来分析

测量脊柱侧弯角度。该方法比XCA有更高的一致性，

使得脊柱侧弯诊断的“金标准”不再唯一。 

Ungi等[23]提出一种对跟踪的超声图像进行分割

并可视化的测量脊柱侧弯方法。该方法基于卷积神

经网络实现，文中指出这种自动分割的方法可以克

服跟踪超声的局限性，讨论了其是否可以代替X光

图像在脊柱侧弯诊断中的作用。但该方法的局限性

在于实验的样本量较小，仅使用8位志愿者的数据训

练网络并在另外8个数据上进行测试，不具备统计相

关性。 

多模态图像的诊断方向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一方面需要提高这些方法的准确率以及可靠性，另

一方面也可以探索更多其他模态的图像处理办法。 

2.3  基于图像生成的方法 

除了直接利用非X光图像外，还可以通过增加

额外信息生成X光图片来进行筛查与诊断。Wong等

人[24]提出基于RGBD图像的方法，使用患者背部的

RGBD图像来生成X光图像，再利用生成的X光图像

进行筛查与诊断。作者使用深度相机Microsoft Azure 

Kinect DK获取了患者直立情况下裸露的背部RGBD

图，选取了人体背部6个较为重要的标记点进行标

记，其中包含了有关人体脊柱曲线的一些重要信息，

例如：骶骨位置等。并通过High-Resolution Net[25]

模型来进行学习与预测。High-Resolution Net模型是

用于语义分割与人体姿态估计的常用网络，利用不

同分辨率的CNN进行并行连接，实现多尺度信息融

合，从而实现更加准确的预测。最终将得到的6个标

记点与RGBD图像输入基于CGAN[26, 27]模型中。值

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主要在于图像的生成，并未直接

利用生成图像进行诊断。本文中还使用了数据增强

的办法对数据集进行了扩充，对原数据集进行随机

平移、旋转、放缩等操作。这种方法对减少数据集

过拟合等问题有一定效果，是解决数据集不足问题

的有效手段。 

此外，Jiang等[28]提出可以利用3D超声成像系统

扫描得到的图像来生成 X 光图像，作者基于

CycleGAN模型[29]提出了UXGAN模型，且在网络结

构中还引入了注意力机制与残差块。注意力机制[30]

首先提出于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其后在计算机视觉

等相关领域也展现了其优势。残差连接则可以有效

减少模型过拟合，加快训练进程。 

图像生成方法基于生成对抗网络完成任务，其

优势在于方法灵活，可以通过多种图像来生成X光

图像。但需要步骤较为繁琐，并且需要较多的优质

数据集训练模型。 

 

3 基于点云处理的方法 

点云处理是较为新颖的解决方法，较好解决了

X光片拍摄会对患者造成损伤的问题。诊断过程也

较为简洁迅速。 

Sudo等[31]首次利用点云数据进行脊柱侧弯筛

查。利用3D传感器拍摄对患者前屈背部并生成背部

点云数据，通过3D滑动平均滤波[32]、ICP点云配准[33]

等算法计算出背部点云图的“不对称指数”。最后

通过找到不对称指数与Cobb角之间的线性关系来预



 

测Cobb角。实验结果表明该系统从扫描到分析只需

1.5秒，且对Cobb角大于25°的预测，其AUROC值

达到了0.96。 但实验只纳入了76名患者进行验证，

存在样本量不足等问题。 

Kokabu等[34]继续研究了“不对称指数”与Cobb

角之间的统计关系，将实验样本扩充至170例。实验

结果表明不对称指数与Cobb角的相关性系数为

0.88。文章将Cobb角分为15°，20°，25°三档，

对每一档进行二分类预测，并且得到了对应的

AUROC指数分别为：0.92、0.94、0.96。论文深入

分析了Sudo[31]方法的优势以及局限性，评估了平滑、

配准等操作对诊断结果的影响，并指出这种算法不

依赖于患者的位置、方向，算法较为稳定，但对3D

相机的精确度有较高要求。 

Kokabu等人[35]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使用深度

学习的方法，将人体背部左右两侧的差值制成CSV

表格，然后将其以直接输入卷积神经网络，得到最

大Cobb角。相关性系数提升至0.91，平均Cobb角预

测准确率为94%。但该方法与传统方法相比，其最

终效果提升并不明显。 

综上，在点云处理方向的研究还较少，其诊断

准确率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此外诊断过程还有待

进一步规范。 

 

4 ST系统 

表面拓扑（surface topography, ST）系统是一种

基于外部身体轮廓的干线评估方法，并可以使用多

种技术手段实现。较为经典的摩尔纹ST系统[36]根据

投影到患者背部的网格干扰进行处理。目前使用的

方法大都基于计算图像捕捉与数字化分析。 

利用ST系统来代替传统的放射成像方法进行脊

柱侧弯的筛查[36-38]与上述算法均不相同，ST系统能

够分析平坦表面的微小偏差与变化，以此获得三维

结构信息。Chowanska[38]研究了ST系统是否可以代

替脊柱侧弯仪来进行筛查的可能性，认为ST方法不

具备可能性。但Applebaum等人[39]从历史、发展、

有效性等多方面比较了ST系统与传统放射成像技术

的优点及局限性后，认为这种方法可以得到改善，

并逐步代替传统放射成像进行多种疾病诊断。文章

指出ST系统可能对不同胖瘦的人产生不同的结果，

且难以得到如同X光片的准确信息。但这些局限性

可以通过光栅立体成像等方式逐步解决。 

 

5  总结与展望 

5.1  问题与挑战 

数据集不足是医学图像处理普遍存在的问题。

限制数据集规模的因素很多，如患者数量少、标签

获取难度高、医学数据保密性等。同时数据集的不

通用性也是该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竞赛、医

学机构等是收集医学领域数据集的主要渠道，不同

渠道收集到的数据蕴含信息不同，原因在与数据分

布的不同导致的数据集表现出差异性，也就导致了

数据难以通用。 

此外，除利用X光片进行诊断外，其他方法的

准确性与通用性都有带商榷。这一问题也是由于数

据集收集的差异性导致的，不同诊断方法对患者可

能会有特殊的要求。 

 

5.2  未来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不同模型对与不同算法模型的

敏感度的不同以及不同数据集之间存在着差异性，

多模态数据实现脊椎侧弯将会是未来研究的主要方

向。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信息被利用于脊柱侧弯

的诊断中。建立标准数据库也是整个脊柱侧弯诊断

领域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此外，半监督学习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

向。利用半监督学习的理论可以利用极少的标注数

据集获得很好的预测效果。目前在该方向上的研究

还较少，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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