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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基於腦影像的神經精神疾病評估方法，利用一電腦系統來執行，並包含以下步驟：

(A)獲得多個分別對應於多個無神經精神疾病之正常者的 3D腦影像、及多個分別對應於
多個患有神經精神疾病的患者的 3D腦影像；(B)對於步驟(A)所獲得的每一 3D腦影像，
執行一方位角校正處理，其中一深度學習演算法被用來辨識擷取自該 3D腦影像並且彼
此正交及相交於該 3D腦影像的中心的第一至第三 2D影像部分，以便根據該第一至第三
2D影像部分的辨識結果校正該 3D腦影像的該中心的 3D方位角；(C)對於校正後的每一
3D腦影像，基於白質、灰質和脊髓液在腦影像上不同的體素特性，執行一腦組織識別處
理以便自該 3D腦影像，擷取出一白質影像部分、一灰質影像部分和一脊髓液影像部
分；(D)分別根據步驟(C)所獲得且經過降維處理後的所有白質影像部分、所有灰質影像
部分和所有脊髓液影像部分，利用深度神經網路演算法自我學習訓練，獲得分別對應於

灰質、白質和脊髓液的第一至第三判定模型，該第一至第三判定模型其中每一者包含一

輸入層、一與神經精神疾病患者的異常腦區相關連的特徵選擇層、多個隱藏層和一輸出

層；(E)當接收到的一待判定 3D腦影像時，對於該待判定 3D腦影像，依序執行完該方
位角校正處理和該腦組織識別處理，以獲得對應於該待判定 3D腦影像的一待判定白質
影像部分、一待判定灰質影像部分和一待判定脊髓液影像部分；(F)將經過降維處理後的
該待判定白質影像部分、該待判定灰質影像部分和該待判定脊髓液影像部分分別饋入該

第一至第三判定模型的輸入層，經由該第一至第三判定模型的該特徵選擇層和該等隱藏

層的演算後，在該第一至第三判定模型的輸出層分別產生第一至第三判定結果；及(G)根
據該第一至第三判定結果產生一有關於異常腦區的評估結果。

2.　如請求項 1所述的基於腦影像的神經精神疾病評估方法，其中，在步驟(B)中，在對於每
一 3D腦影像：擷取自該 3D腦影像的該第一至第三 2D影像部分分別為該 3D腦影像的
三個分別垂直於冠向、矢向及軸向的切面；及在該方位角校正處理中，該深度學習演算

法被用來判定該第一 2D影像部分及該第三 2D影像部分其中每一者在左右兩側是否大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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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對稱，以及辨識出該第二 2D影像部分所含的兩個分別對應於兩個預定腦部特徵的
參考影像區且判定該等參考影像區的所在位置是否位於一水平線，在判定出該第一 2D
影像部分在左右兩側不對稱時，以相對於該冠向轉動該第一 2D影像部分的方式校準該
第一 2D影像部分直到校準後的該第一 2D影像部分在左右兩側彼此大致對稱，並將相對
於該冠向的總轉動角度作為校正後的該 3D方位角在該冠向的校正角度，在判定出該等
參考影像區的所在位置不位於一水平線時，以相對於該矢向轉動該第二 2D影像部分的
方式校準該第二 2D影像部分直到在校準後的該第二 2D影像部分的該等參考影像區的所
在位置位於一水平線，並將相對於該矢向的總轉動角度作為校正後的該 3D方位角在該
矢向的校正角度，及在判定出該第三 2D影像部分在左右兩側不對稱時，以相對於該軸
向轉動該第三 2D影像部分的方式校準該第三 2D影像部分直到校準後的該第三 2D影像
部分在左右兩側彼此大致對稱，並將相對於該軸向的總轉動角度作為校正後的該 3D方
位角在該軸向的校正角度。

3.　如請求項 1所述的基於腦影像的神經精神疾病評估方法，其中，在步驟(B)中，該深度學
習演算法利用一卷積神經網路回歸模型來進行影像辨識及影像比對處理。

4.　如請求項 1所述的基於腦影像的神經精神疾病評估方法，其中，在步驟(F)中，該第一至
第三判定結果其中每一者指示出該待判定白質影像部分、該待判定灰質影像部分和待判

定脊髓液影像部分其中一個對應影像部分具有至少一個與神經精神疾病相關聯的異常腦

區和該至少一個異常腦區的位置資料，或者指示出該對應影像部分不具有任何與神經精

神疾病相關聯的異常腦區。

5.　一種基於腦影像的神經精神疾病評估系統，包含：一判定平台，包括一儲存模組，儲存
有如請求項 1所述的該第一至第三判定模型，一傳輸模組，適於接收一待判定 3D腦影
像，一方位角校正模組，連接該傳輸模組以接收該待判定 3D腦影像，自該待判定 3D腦
影像擷取出彼此正交且相交於該待判定 3D腦影像的中心的第一至第三 2D影像部分，利
用一深度學習演算法進行對於該第一至第三 2D影像部分的影像辨識，且根據該第一至
第三 2D影像部分的辨識結果校正該待判定 3D腦影像的該中心的 3D方位角，一腦組織
識別模組，連接該傳輸模組以接收校正後的該待判定 3D腦影像，並基於白質、灰質和
脊髓液在腦影像上不同的體素特性，自校正後的該待判定 3D腦影像擷取出一待判定白
質影像部分、一待判定灰質影像部分和一待判定脊髓液影像部分，及一處理模組，連接

該儲存模組、該傳輸模組和該腦組織識別模組，並利用該儲存模組儲存的該第一至第三

判定模型，將來自該腦組織識別模組的該待判定白質影像部分、該待判定灰質影像部分

和該待判定脊髓液影像部分經過降維處理後分別饋入該第一至第三判定模型的輸入層，

經由該第一至第三判定模型的特徵選擇層和隱藏層的演算後，在該第一至第三判定模型

的輸出層分別產生第一至第三判定結果，而且根據該第一至第三判定結果產生一評估結

果且經由該傳輸模組向外輸出該評估結果。

6.　如請求項 5所述的基於腦影像的神經精神疾病評估系統，其中：該方位角校正模組擷取
的該第一至第三 2D影像部分分別為該待判定 3D腦影像的三個分別垂直於冠向、矢向及
軸向的切面；及該方位角校正模組利用該深度學習演算法來判定該第一 2D影像部分及
該第三 2D影像部分其中每一者在左右兩側是否大致彼此對稱，以及辨識出該第二 2D影
像部分所含的兩個分別對應於兩個預定腦部特徵的參考影像區且判定該等參考影像區的

所在位置是否位於一水平線，在判定出該第一 2D影像部分在左右兩側不對稱時，以相
對於該冠向轉動該第一 2D影像部分的方式校準該第一 2D影像部分直到校準後的該第一
2D影像部分在左右兩側彼此大致對稱，並將相對於該冠向的總轉動角度作為校正後的該
3D方位角在該冠向的校正角度，在判定出該等參考影像區的所在位置不位於一水平線
時，以相對於該矢向轉動該第二 2D影像部分的方式校準該第二 2D影像部分直到在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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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該第二 2D影像部分的該等參考影像區的所在位置位於一水平線，並將相對於該矢
向的總轉動角度作為校正後的該 3D方位角在該矢向的校正角度，及在判定出該第三 2D
影像部分在左右兩側不對稱時，以相對於該軸向轉動該第三 2D影像部分的方式校準該
第三 2D影像部分直到校準後的該第三 2D影像部分在左右兩側彼此大致對稱，並將相對
於該軸向的總轉動角度作為校正後的該 3D方位角在該軸向的校正角度。

7.　如請求項 5所述的基於腦影像的神經精神疾病評估系統，其中，該深度學習演算法利用
一卷積神經網路模型來進行影像辨識及影像比對處理。

8.　如請求項 5所述的基於腦影像的神經精神疾病評估系統，其中，該第一至第三判定結果
其中每一者指示出該待判定白質影像部分、該待判定灰質影像部分和待判定脊髓液影像

部分其中一個對應影像部分具有至少一個與神經精神疾病相關聯的異常腦區和該至少一

個異常腦區的位置資料，或者指示出該對應影像部分不具有任何與神經精神疾病相關聯

的異常腦區。

9.　如請求項 5所述的基於腦影像的神經精神疾病評估系統，還包含：一使用終端，經由一
通訊網路與該傳輸模組通訊，以將該待判定 3D腦影像傳送至該傳輸模組並接收來自該
傳輸模組的該評估結果；其中，當該評估結果含有一筆或多筆位置資料時，該使用終端

根據該評估結果所含的該(等)筆位置資料，於該待判定 3D腦影像以特定標記加註在對應
於該(等)筆位置資料的異常腦區之方式同時顯示該待判定 3D腦影像和加註的特定標記。

圖式簡單說明

本發明之其他的特徵及功效，將於參照圖式的實施方式中清楚地呈現，其中：圖 1是一
方塊圖，示例性地繪示本發明實施例基於腦影像的神經精神疾病評估系統的架構；圖 2是一
方塊圖，示例性地繪示該實施例的一判定平台的架構圖 3是一流程圖，示例性地說明該判定
平台的一儲存模組所儲存的第一至第三判定模型如何被建立；圖 4至圖 6分別繪示出由該判
定平台的一方位角校正模組校正後的第一至第三 2D影像之範例；圖 7是一示意圖，示例性
地說明該實施例所建立的該第一/二/三判定模型的架構；及圖 8是一流程圖，示例性地說明該
實施例如何對於一待判定 3D腦影像執行神經精神疾病評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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