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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子内窥镜系统，其电子内窥镜前端部

的尺寸未增大，并能可靠地将信号处理参数设定

于信号处理电路。电子内窥镜具有设置为比连接

至处理器的连接器部更靠摄像元件一侧的第一

存储部，第一存储部存储摄像元件固有的摄像特

性信息和与摄像特性信息对应的信号处理参数。

电子内窥镜具有第一通信单元，其响应信息的请

求而生成用于对摄像特性信息和信号处理参数

进行无线通信的通信信号，并包括以无线发送通

信信号的天线。连接器部包括：第二存储部，存储

从第一通信单元发送来并通过第二通信单元接

收到的摄像特性信息和信号处理参数；以及信号

处理电路，在处理器中的图像处理前，将信号处

理参数设定为对从摄像元件输出的图像信号进

行信号处理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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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子内窥镜系统，包括电子内窥镜和处理器，所述电子内窥镜包括构成为对生

物体组织进行拍摄的摄像元件，所述处理器包括图像处理单元，所述图像处理单元通过第

一信号线与所述电子内窥镜电连接，并构成为对通过所述第一信号线发送的由所述摄像元

件拍摄到的图像进行处理，所述电子内窥镜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通信单元，包括通信芯片主体和天线，所述通信芯片主体设置为比与所述处理器

机械地且电地连接的所述电子内窥镜的连接器部更靠所述摄像元件一侧，并包括第一存储

部，所述第一存储部存储有与所述摄像元件对应的所述摄像元件固有的摄像特性信息以及

与所述摄像特性信息对应的信号处理参数，所述信号处理参数用于对从所述摄像元件输出

的图像信号进行信号处理，所述通信芯片主体构成为响应于信息的请求，生成用于对所述

摄像特性信息以及所述信号处理参数进行无线通信的通信信号，所述通信信号包含所述摄

像特性信息以及所述信号处理参数，所述天线设置于用于手动操作所述电子内窥镜的操作

部或设置为比所述操作部更靠所述连接器部一侧，通过第二信号线与所述通信芯片主体电

连接，并构成为以无线发送通过所述第二信号线从所述通信芯片主体发送的所述通信信

号；

第二通信单元，构成为接收响应于所述信息的请求从所述第一通信单元通过所述无线

发送的包含所述摄像特性信息以及所述信号处理参数的所述通信信号，并获取包含在所述

通信信号中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以及所述信号处理参数；

控制处理部，设置于所述连接器部，通过传输线路与所述第二通信单元连接，并构成为

接收从所述第二通信单元发送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以及所述信号处理参数；

第二存储部，设置于所述连接器部，通过第三信号线与所述控制处理部连接，并构成为

存储通过所述第三信号线从所述控制处理部发送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以及所述信号处理

参数；以及

信号处理电路，设置于所述连接器部，通过第四信号线与所述控制处理部电连接，并构

成为将通过所述第四信号线从所述控制处理部发送的所述信号处理参数设定为用于在所

述处理器中的所述图像的处理之前对通过所述第一信号线从所述摄像元件输出的图像信

号进行的信号处理的处理参数，来进行所述信号处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子内窥镜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存储部预先存储保持有事先保持摄像特性信息和事先保持信号处理参数，

在通过所述第二通信单元获取到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与存储保持的所述事先保持摄

像特性信息不同的情况下，所述第二存储部构成为存储保持由所述控制处理部接收到的所

述摄像特性信息和所述信号处理参数，来替代所述事先保持摄像特性信息和所述事先保持

信号处理参数，

所述信号处理电路构成为将通过所述第四信号线从所述控制处理部发送的所述信号

处理参数重新设定为用于信号处理的参数，来替代之前被设定为用于信号处理的参数的所

述事先保持信号处理参数。

3.一种电子内窥镜系统，包括电子内窥镜和处理器，所述电子内窥镜包括构成为对生

物体组织进行拍摄的摄像元件，所述处理器包括图像处理单元，所述图像处理单元通过第

一信号线与所述电子内窥镜电连接，并构成为对通过所述第一信号线发送的由所述摄像元

件拍摄到的图像进行处理而生成监视显示用图像，所述电子内窥镜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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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信单元，包括通信芯片主体和天线，所述通信芯片主体设置为比与所述处理器

机械地且电地连接的所述电子内窥镜的连接器部更靠所述摄像元件一侧，并包括第一存储

部，所述第一存储部存储有与所述摄像元件对应的所述摄像元件固有的摄像特性信息，所

述通信芯片主体构成为响应于信息的请求，生成用于对所述摄像特性信息进行无线通信的

通信信号，所述通信信号包含所述摄像特性信息，所述天线设置于用于手动操作所述电子

内窥镜的操作部或设置为比所述操作部更靠所述连接器部一侧，通过第二信号线与所述通

信芯片主体电连接，并构成为以无线发送通过所述第二信号线从所述通信芯片主体发送的

所述通信信号；

第二通信单元，构成为接收响应于所述信息的请求从所述第一通信单元通过所述无线

发送的包含所述摄像特性信息的所述通信信号，并获取包含在所述通信信号中的所述摄像

特性信息；

控制处理部，设置于所述连接器部，通过传输线路与所述第二通信单元连接，并构成为

接收从所述第二通信单元发送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

第二存储部，设置于所述连接器部，通过第三信号线与所述控制处理部电连接，并存储

有用于根据所述控制处理部发送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提取信号处理参数的参考数据，所述

参考数据包括建立了摄像特性信息与信号处理参数的关联的多个关联集；以及

信号处理电路，设置于所述连接器部，通过第四信号线与所述控制处理部电连接，并构

成为将基于通过所述第四信号线从所述控制处理部发送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而得到的信

号处理参数设定为用于在所述处理器中的所述图像的处理之前对从所述摄像元件输出并

通过所述第一信号线发送的图像信号进行的信号处理的处理参数，

所述控制处理部构成为根据通过所述第四信号线从所述控制处理部发送的所述摄像

特性信息，通过参照所述参考数据而提取所述信号处理参数，

所述第二存储部通过第五信号线与所述信号处理电路连接，并构成为存储保持通过所

述第五信号线从所述信号处理电路发送的已由所述信号处理电路设定的所述信号处理参

数以及所述摄像特性信息，

所述第二通信单元构成为通过所述无线发送由所述信号处理电路设定并通过所述第

四信号线从所述信号处理电路发送的所述信号处理参数，

所述第一存储部构成为将所述天线通过所述无线接收、进而通过所述第二信号线从所

述天线发送到所述第一存储部的所述信号处理参数与所述摄像特性信息一起存储。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内窥镜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通信芯片主体设置于所述操作部。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内窥镜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天线设置于所述连接器部。

6.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内窥镜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通信单元构成为通过第六信号线与所述处理器连接，进而通过所述处理器和

所述电子内窥镜通过所述连接器部而被机械地且电地连接，从而与所述控制处理部电连

接。

7.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内窥镜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二通信单元作为所述处理器的一部分内置于所述处理器中，所述第二通信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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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为通过所述处理器和所述电子内窥镜通过所述连接器部而被机械地且电地连接，从而

与所述控制处理部电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内窥镜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传输线路是电磁波的传输路径，

所述控制处理部包括第三通信单元，所述第三通信单元构成为通过无线与所述第二通

信单元进行通信，

所述第三通信单元构成为经由所述第二通信单元而与所述第一通信单元之间进行发

送和接收。

9.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内窥镜系统，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摄像元件的受光面设置有滤波器，

所述摄像特性信息是与所述滤波器的波长透过特性相关的信息，

所述信号处理参数是在进行所述图像信号的颜色校正时使用的系数。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一项所述的电子内窥镜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摄像特性信息是与所述摄像元件的受光灵敏度特性相关的信息，

所述信号处理参数是用于对所述图像信号进行增益调整的增益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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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内窥镜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子内窥镜系统，该电子内窥镜系统包括电子内窥镜和处理器，

该处理器包括与电子内窥镜连接并构成为对由摄像元件拍摄到的图像进行处理的图像处

理单元。

背景技术

[0002] 电子内窥镜系统用于体腔内的生物体组织的观察、治疗。电子内窥镜系统包括：电

子内窥镜，其利用摄像元件拍摄生物体组织并将摄像图像传送到处理器；以及处理器，其对

摄像图像的信号进行信号处理而创建显示用图像。在电子内窥镜中设置有用于与处理器连

接的连接器部。近年来，广泛使用一种电子内窥镜，其为了在将通过摄像元件拍摄而得的摄

像图像的信号传送到处理器之前进行信号处理，在连接器部上设置有搭载有电子部件的信

号处理电路。

[0003] 在电子内窥镜系统中，将摄像图像显示在监视器上，根据颜色信息确认摄像图像

中的生物体组织是否存在病变部，或者，还进行对摄像图像的各像素的颜色分量的数据进

行处理而使病变部的病变程度等数值化。因此，摄像图像的颜色信息与以往相比变得重要。

[0004] 在连接器部内的信号处理电路中设置有根据摄像元件的彩色滤波器的特性进行

颜色校正的颜色校正电路。在该颜色校正电路中进行的校正参数被设定为预定的值。

[0005] 例如，已知一种即使在摄像元件或内窥镜的特性、光源的种类不同的情况下，也能

够形成同一波长区域的再现性良好的图像，且使用方便的内窥镜装置(专利文献1)。

[0006] 专利文献1：日本专利特开2006-239204号公报

[0007] 上述内窥镜装置包括：图像形成电路，其配置于该内窥镜装置的处理器装置，进行

基于通过上述摄像元件得到的彩色图像信号的矩阵运算，形成所希望的波长区域的图像；

特性信息保持/发生部，其配置于上述内窥镜装置的内窥镜，具有至少包含摄像元件的彩色

滤波器的种类或分光特性的影响上述图像形成的内窥镜特性识别信息；特性信息获取部，

其配置于上述处理器装置，以获取该特性信息发生部的内窥镜特性识别信息；存储部，其存

储与上述内窥镜特性信息对应的用于上述图像形成的多个矩阵(运算)数据；以及控制处理

部，其基于由上述特性信息获取部得到的内窥镜特性识别信息，从上述存储部读出对应的

矩阵数据(系数数据)，并通过该读出的矩阵运算数据，使上述图像形成电路执行矩阵运算。

[0008] 在上述内窥镜装置中，将包含摄像元件的彩色滤波器的种类或分光特性的内窥镜

特性识别信息保持在配置于内窥镜的特性信息保持/发生部中，但在为了进行内窥镜的修

理而将摄像元件更换为新的摄像元件的情况下，仅获取内窥镜特性识别信息的话，有时不

能可靠地将与新的摄像元件对应的适当的矩阵数据(系数数据)设定于图像形成电路。之

后，将矩阵数据(系数数据)称为矩阵系数。

[0009] 另外，在上述内窥镜装置中，由于在设置摄像元件的内窥镜的前端部设置特性信

息保持/发生部，因此内窥镜的前端部的尺寸变大，这给插入体腔内的患者造成很大的痛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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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特别是，即使是相同规格的摄像元件，由于在摄像元件的摄像性能上存在个体间

差异的偏差，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对应各个个体的适当的矩阵系数等用于信号处理的信号

处理参数存在差异。

实用新型内容

[0011] 因此，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内窥镜的前端部的尺寸未增大并能够可靠地

将与各个摄像元件对应的上述矩阵系数等信号处理参数设定于信号处理电路的电子内窥

镜系统。

[0012] 本实用新型的一实施方式是电子内窥镜系统。该电子内窥镜系统包括电子内窥镜

和处理器，所述电子内窥镜包括构成为对生物体组织进行拍摄的摄像元件，所述处理器包

括图像处理单元，所述图像处理单元通过第一信号线与所述电子内窥镜电连接，并构成为

对通过所述第一信号线发送的由所述摄像元件拍摄到的图像进行处理，所述电子内窥镜系

统包括：第一通信单元，包括通信芯片主体和天线，所述通信芯片主体设置为比与所述处理

器机械地且电地连接的所述电子内窥镜的连接器部更靠所述摄像元件一侧，并包括第一存

储部，所述第一存储部存储有与所述摄像元件对应的所述摄像元件固有的摄像特性信息以

及与所述摄像特性信息对应的信号处理参数，所述信号处理参数用于对从所述摄像元件输

出的图像信号进行信号处理，所述通信芯片主体构成为响应于信息的请求，生成用于对所

述摄像特性信息以及所述信号处理参数进行无线通信的通信信号，所述通信信号包含所述

摄像特性信息以及所述信号处理参数，所述天线设置于用于手动操作所述电子内窥镜的操

作部或设置为比所述操作部更靠所述连接器部一侧，通过第二信号线与所述通信芯片主体

电连接，并构成为以无线发送通过所述第二信号线从所述通信芯片主体发送的所述通信信

号；第二通信单元，构成为接收响应于所述信息的请求从所述第一通信单元通过所述无线

发送的包含所述摄像特性信息以及所述信号处理参数的所述通信信号，并获取包含在所述

通信信号中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以及所述信号处理参数；控制处理部，设置于所述连接器

部，通过传输线路与所述第二通信单元连接，并构成为接收从所述第二通信单元发送的所

述摄像特性信息以及所述信号处理参数；第二存储部，设置于所述连接器部，通过第三信号

线与所述控制处理部连接，并构成为存储通过所述第三信号线从所述控制处理部发送的所

述摄像特性信息以及所述信号处理参数；以及信号处理电路，设置于所述连接器部，通过第

四信号线与所述控制处理部电连接，并构成为将通过所述第四信号线从所述控制处理部发

送的所述信号处理参数设定为用于在所述处理器中的所述图像的处理之前对通过所述第

一信号线从所述摄像元件输出的图像信号进行的信号处理的处理参数，来进行所述信号处

理。

[0013] 优选地，所述第二存储部预先存储保持有事先保持摄像特性信息和事先保持信号

处理参数，在通过所述第二通信单元获取到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与存储保持的所述事先保

持摄像特性信息不同的情况下，所述第二存储部构成为存储保持由所述控制处理部接收到

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和所述信号处理参数，来替代所述事先保持摄像特性信息和所述事先

保持信号处理参数，所述信号处理电路构成为将通过所述第四信号线从所述控制处理部发

送的所述信号处理参数重新设定为用于信号处理的参数，来替代之前被设定为用于信号处

理的参数的所述事先保持信号处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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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本实用新型的另一实施方式也是电子内窥镜系统。该电子内窥镜系统包括电子内

窥镜和处理器，所述电子内窥镜包括构成为对生物体组织进行拍摄的摄像元件，所述处理

器包括图像处理单元，所述图像处理单元通过第一信号线与所述电子内窥镜电连接，并构

成为对通过所述第一信号线发送的由所述摄像元件拍摄到的图像进行处理而生成监视显

示用图像，所述电子内窥镜系统包括：第一通信单元，包括通信芯片主体和天线，所述通信

芯片主体设置为比与所述处理器机械地且电地连接的所述电子内窥镜的连接器部更靠所

述摄像元件一侧，并包括第一存储部，所述第一存储部存储有与所述摄像元件对应的所述

摄像元件固有的摄像特性信息，所述通信芯片主体构成为响应于信息的请求，生成用于对

所述摄像特性信息进行无线通信的通信信号，所述通信信号包含所述摄像特性信息，所述

天线设置于用于手动操作所述电子内窥镜的操作部或设置为比所述操作部更靠所述连接

器部一侧，通过第二信号线与所述通信芯片主体电连接，并构成为以无线发送通过所述第

二信号线从所述通信芯片主体发送的所述通信信号；第二通信单元，构成为接收响应于所

述信息的请求从所述第一通信单元通过所述无线发送的包含所述摄像特性信息的所述通

信信号，并获取包含在所述通信信号中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控制处理部，设置于所述连接

器部，通过传输线路与所述第二通信单元连接，并构成为接收从所述第二通信单元发送的

所述摄像特性信息；第二存储部，设置于所述连接器部，通过第三信号线与所述控制处理部

电连接，并存储有用于根据所述控制处理部发送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提取信号处理参数的

参考数据，所述参考数据包括建立了摄像特性信息与信号处理参数的关联的多个关联集；

以及信号处理电路，设置于所述连接器部，通过第四信号线与所述控制处理部电连接，并构

成为将基于通过所述第四信号线从所述控制处理部发送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而得到的信

号处理参数设定为用于在所述处理器中的所述图像的处理之前对从所述摄像元件输出并

通过所述第一信号线发送的图像信号进行的信号处理的处理参数。所述控制处理部构成为

根据通过所述第四信号线从所述控制处理部发送的所述摄像特性信息，通过参照所述参考

数据而提取所述信号处理参数，所述第二存储部通过第五信号线与所述信号处理电路连

接，并构成为存储保持通过所述第五信号线从所述信号处理电路发送的已由所述信号处理

电路设定的所述信号处理参数以及所述摄像特性信息，所述第二通信单元构成为通过所述

无线发送由所述信号处理电路设定并通过所述第四信号线从所述信号处理电路发送的所

述信号处理参数，所述第一存储部构成为将所述天线通过所述无线接收、进而通过所述第

二信号线从所述天线发送到所述第一存储部的所述信号处理参数与所述摄像特性信息一

起存储。

[0015] 优选地，所述通信芯片主体设置于所述操作部。

[0016] 优选地，所述天线设置于所述连接器部。

[0017] 优选地，所述第二通信单元构成为通过第六信号线与所述处理器连接，进而通过

所述处理器和所述电子内窥镜通过所述连接器部而被机械地且电地连接，从而与所述控制

处理部电连接。

[0018] 优选地，所述第二通信单元作为所述处理器的一部分内置于所述处理器中，所述

第二通信单元构成为通过所述处理器和所述电子内窥镜通过所述连接器部而被机械地且

电地连接，从而与所述控制处理部电连接。

[0019] 优选地，所述传输线路是电磁波的传输路径，所述控制处理部包括第三通信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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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第三通信单元构成为通过无线与所述第二通信单元进行通信，所述第三通信单元构成

为经由所述第二通信单元而与所述第一通信单元之间进行发送和接收。

[0020] 优选地，在所述摄像元件的受光面设置有滤波器，所述摄像特性信息是与所述滤

波器的波长透过特性相关的信息，所述信号处理参数是在进行所述图像信号的颜色校正时

使用的系数。

[0021] 优选地，所述摄像特性信息是与所述摄像元件的受光灵敏度特性相关的信息，所

述信号处理参数是用于对所述图像信号进行增益调整的增益系数。

[0022] 实用新型效果

[0023] 根据上述电子内窥镜系统，内窥镜的前端部的尺寸不会变大，并且能够将与各个

摄像元件对应的上述矩阵系数等信号处理参数可靠地设定于信号处理电路。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一实施方式的医疗用的电子内窥镜系统中的电子内镜和电子内窥镜用处理

器的外观立体图。

[0025] 图2是示出一实施方式的内窥镜系统的构成的一例的框图。

[0026] 图3是示出一实施方式的电子内窥镜系统中的主要部分的构成的框图。

[0027] 图4是说明一实施方式的内窥镜系统中的摄像特性信息以及信号处理参数的流程

的一例的图。

[0028] 图5是示出与图3所示的构成不同的另一实施方式的构成例的图。

[0029] 附图标记说明

[0030] 1电子内窥镜系统；2柔性管操作部；3弯曲管；4操作部；5弯曲操作杆；6前端部；7通

用管；10连结部；12插入部；100电子内镜；102LCB；103操作部；104配光透镜；106物镜；108摄

像元件；108a截止滤波器；108b拜耳阵列彩色滤波器；108c第一信号线；109第一通信单元；

109a通信芯片主体；109b第一存储部；109c天线；109d第二信号线；110连接器部；111微机控

制处理部；111a第三信号线；111b第四信号线；112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a第五信号线；

114存储器(第二存储部)；200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2系统控制器；204存储器；206定时控

制器；208操作面板；220图像处理单元；230光源部；300监视器；400打印机；500网络；600服

务器；700第二通信单元；700a第六信号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图1是一实施方式的医疗用的电子内窥镜系统1中的电子内镜(电子内窥镜)100和

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的外观立体图。在以下说明中的前后方向中，将内窥镜的柔性管2

的前端侧定义为“前方”，将通用管7的前端侧(连接器部110侧)定义为“后方”。

[0032] 电子内镜100包括：操作部4、从操作部4向前方延伸且具有可挠性的柔性管2、经由

连结部10与柔性管2的前方连结的弯曲管3、从操作部4向后方延伸的通用管7和固定在通用

管7的后端的连接器部110。在操作部4、柔性管2及弯曲管3内插通有多个弯曲操作线，各弯

曲操作线的前端部与前端部6的后端连结，后端与操作部4的弯曲操作杆5(弯曲操作机构)

连结。弯曲管3根据弯曲操作杆5的操作以任意角度在任意方向上弯曲。

[0033] 在弯曲管3的前端部设置有前端部6。前端部6由实质上不能弹性变形的硬质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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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构成，在由前端部6的平面构成的前端面上设置有：包括物镜的开口、设置有照明透镜

的出射口、送气送水口、钳子口等。

[0034] 在操作部4、柔性管2、弯曲管3、通用管7以及连接器部110的内部设置有其前端与

照明透镜连接的光纤束即LCB(Light  Carrying  Bundle：光导束)线缆。进而，在前端部6的

内部设置有紧接在物镜之后的摄像元件(参照图2所示的摄像元件108)。

[0035] 柔性管2、弯曲管3、前端部6以及连结部10形成插入到体腔内的插入部12。从设置

在前端部的摄像元件延伸的信号线通过弯曲管3、柔性管2、操作部4及通用管7的内部延伸

到连接器部110的内部。连接器部110连接至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

200以对从摄像元件送来的图像进行处理，并在监视器(参照图2所示的监视器300)上显示

由摄像元件拍摄到的被拍摄体的图像的方式进行控制。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包括射出

作为对生物体组织进行照明的照明光的光的光源部(参照图2所示的光源部230)。从光源部

射出的光经由连接器部110在LCB(Light  Carrying  Bundle)线缆中传输至前端部6。该LCB

线缆设置在通用管7以及柔性管2内。

[0036] 为使包括连接器部110的内窥镜构成为通过进行清洗及消毒而能重复使用，连接

器部110的水密，气密性高，连接器部110的内部构造处于密闭状态。因此，在连接器部110的

外侧设置有使内部构造密闭的壳体。

[0037] 图2是示出电子内窥镜系统1的构成的框图。如图2所示，电子内窥镜系统1包括：电

子内镜(电子内窥镜)100、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监视器300以及打印机400。电子内镜

100包括构成为拍摄生物体组织的摄像元件108。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包括图像处理单

元220，该图像处理单元220通过信号线与电子内镜100电连接，并构成为对通过该信号线发

送的由摄像元件108拍摄到的图像进行处理。

[0038] 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包括系统控制器202以及定时控制器206。系统控制器202

执行存储在存储器204中的各种程序，总体地控制整个电子内窥镜系统1。另外，系统控制器

202根据输入到操作面板208的用户(外科医生或助手)的指示，变更电子内窥镜系统1的各

种设定。定时控制器206向电子内窥镜系统1内的各电路输出调整各部的动作的定时的时钟

脉冲。

[0039] 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包括向电子内镜100供给照明光的光源部230。尽管未图

示出，但光源部230包括例如通过从灯电源接收驱动电力的供应而发射白色的照明光的高

亮度灯，例如氙气灯、金属卤化物灯、汞灯或卤素灯。光源部230构成为从高亮度灯射出的照

明光被未图示的聚光透镜聚光后，通过未图示的调光装置入射到电子内镜100的光纤束即

LCB(Light  Carrying  Bundle)102的入射端。

[0040] 或者，光源部230包括射出预定颜色的波段的光的多个发光二极管。光源部230构

成为从发光二极管射出的光使用分色镜等光学元件合成，合成的光作为照明光被未图示的

聚光透镜聚光后，入射到电子内镜100的LCB(Light  Carrying  Bundle)102的入射端。也可

以使用激光二极管来代替发光二极管。与其它光源相比，发光二极管和激光二极管具有低

功耗、发热量小等特点，因此，具有能够一面抑制功耗、发热量，一面获取明亮的图像的优

点。由于能够获取明亮的图像，从而能够提高与病变相关的评价的精度。

[0041] 需要指出，在图2所示的例子中，光源部230内置在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中进行

设置，但也可以作为与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分体的装置设置在电子内窥镜系统1中。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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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光源部230也可以设置在后述的电子内镜100的前端部。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引导照明

光的LCB102。

[0042] 从入射端入射到LCB102内的照明光在LCB102内传播，并从配置在电子内镜100的

前端部内的LCB102的射出端射出，经由配光透镜104对作为被拍摄体的生物体组织进行照

明。来自被拍摄体的反射光经由物镜106在摄像元件108的受光面上结成光学像。

[0043] 摄像元件108例如是IR(Infra  Red：红外线)截止滤波器108a、拜尔阵列彩色滤波

器(滤色器)108b的各种滤波器配置于受光面的单板式彩色CCD(Charge-Coupled  Device：

电荷耦合器件)图像传感器，生成与在受光面上成像的光学像相应的图像信号。也可以使用

单板式彩色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图像传感器来代替单板式彩色CCD图像传感器。通过这种方式，电子内镜100使用摄像元件

108对体腔内的生物体组织进行拍摄。

[0044] 在电子内镜100的内装LCB102的柔性管上，对于前端部的各种动作，设置有配置有

用于外科医生进行手动操作的操作按钮、操作杆的操作部103。操作部103例如包括：用于操

作摄像元件108的摄像的开始、结束的操作按钮、用于操作设置在前端部的弯曲部以改变前

端部的朝向以及摄像元件108的摄像位置的操作按钮、操作杆。在电子内镜100的前端部设

置有从前端部吸引位于生物体组织的气体的吸引口或者送出用于清洗附着在生物体组织

或物镜106上的附着物的液体或气体的送气送水口。因此，在操作部103中也设置有用于操

作吸引口及送气送水口的吸引动作及送气送水的操作按钮。操作部103是外科医生为了进

行操作所把持的部分，不插入体腔内。

[0045] 在电子内镜100的与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连接的连接器部110内设置有驱动器

信号处理电路112以及存储器114。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通过第一信号线108c与摄像元

件108连接，对通过第一信号线108c输出的图像信号实施颜色插值、矩阵运算、增益调整等

预定的信号处理，生成不同种类的图像信号(亮度信号Y、色差信号Cb、Cr)，并将所生成的图

像信号输出到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的图像处理单元220。另外，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

访问存储器114，读出电子内镜100的固有信息。记录在存储器114中的电子内镜100的固有

信息包含例如摄像元件108的像素数、灵敏度、可进行动作的帧速率、型号等。驱动器信号处

理电路112将从存储器114读出的固有信息输出到系统控制器202。

[0046] 系统控制器202根据电子内镜100的固有信息进行各种运算，生成控制信号。系统

控制器202使用所生成的控制信号控制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内的各电路的动作、定时，

以进行适合于正与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连接的电子内镜100的处理。

[0047] 定时控制器206按照系统控制器202的定时控制，向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图像

处理单元220以及光源部230供应时钟脉冲。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按照从定时控制器206

提供的时钟脉冲，在与在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侧被处理的影像的帧速率同步的定时，对

摄像元件108进行驱动控制。

[0048] 图像处理单元220在系统控制器202的控制下，基于从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输

入的图像信号，生成用于监视显示内窥镜图像等的视频信号，并输出到监视器300。进而，图

像处理单元220根据由电子内镜100得到的生物体组织的图像，按每个像素用数值评价图像

中的病变部的病变程度。另外，图像处理单元220基于将病变程度按每个像素进行了数值化

后的评价结果，生成置换了颜色的彩色映射图像。图像处理单元220生成用于监视显示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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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信息以及彩色映射图像的视频信号，并输出到监视器300。由此，外科医生能够通过

显示在监视器300的显示画面上的图像，接收与生物体组织的关注部分的特征相关的评价

结果。图像处理单元220根据需要，向打印机400输出彩色映射图像以及上述评价结果的信

息。

[0049] 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通过NIC(Network  Interface  Card：网络接口卡)210和

网络500与服务器600连接。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能够从服务器600下载与内窥镜检查相

关的信息(例如患者的电子病历信息、外科医生的信息)。下载的信息显示在例如监视器300

的显示画面、操作面板208上。另外，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通过将内窥镜检查结果(内窥

镜图像数据、检查条件、图像解析结果、外科医生观察结果等)上传到服务器600，从而能够

将内窥镜检查结果保存在服务器600中。

[0050] 在这样的电子内窥镜系统1中，即使是相同规格且相同型号的摄像元件108，在摄

像元件108的摄像性能上也存在个体间差异的偏差，在许多情况下，对应各个个体的适当的

矩阵系数等用于信号处理的信号处理参数存在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信号处理参数不

适合于每个摄像元件108，因此，摄像图像的颜色信息产生偏差，通过颜色信息确认摄像图

像中的生物体组织是否存在病变部以及对摄像图像的各像素的颜色分量的图像数据进行

处理来使病变部的病变程度等数值化较为困难。

[0051] 因此，本实施方式的电子内窥镜系统1使用图3所示的构成。

[0052] 图3是表示一实施方式的电子内窥镜系统1中的、电子内镜100的前端部的尺寸未

增大且能够将对应于各个摄像元件108的信号处理参数可靠地设定于信号处理电路的主要

部分的构成的框图。

[0053] 电子内窥镜系统1包括：第一通信单元109、第二通信单元700、微机控制处理部

111、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以及第二存储部114。

[0054] 在电子内镜100中设置有第一通信单元109、微机控制处理部111、驱动器信号处理

电路112以及存储器114。存储器114在以后也称为第二存储部114。

[0055] 第一通信单元109包括通信芯片主体109a和天线109c。通信芯片主体109a设置在

操作部103内。通信芯片主体109a包括第一存储部109b。第一存储部109b存储保持对应于摄

像元件108的摄像元件固有的摄像特性信息和对应于摄像特性信息的、用于对从摄像元件

108输出的图像信号进行信号处理的信号处理参数。摄像特性信息例如是通过记号及数值

中至少一方以能够识别的方式表示在摄像元件108的滤色器中的某颜色分量的滤波器中波

长透过特性相对于目标透过特性偏离多大程度的颜色分量和偏离程度的信息。或者，有时

每个摄像元件108的受光灵敏度特性会有不同，相对于相同受光量的图像信号的值根据摄

像元件108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作为对应于摄像元件108的摄像特性信息，例如有时也使用

通过记号及数值中至少一方以能够识别的方式表示受光灵敏度特性的信息。这样的波长透

过特性或受光灵敏度特性能够通过事先对摄像元件108进行计测而得到。信号处理参数也

基于摄像特性信息而预先求出。

[0056] 通信芯片主体109a构成为响应于信息的请求，生成用于对存储保持在第一存储部

109b中的摄像特性信息和信号处理参数进行无线通信的、包含摄像特性信息和信号处理参

数的通信信号。信息的请求是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的系统控制器202通过第二通信单元

700进行的。作为第一通信单元109，例如使用将来自作为读取器发挥作用的第二通信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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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的电磁波作为能量源进行动作的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er：射频识别)。

[0057] 在图3所示的实施方式中，通信芯片主体109a设置于操作部103，天线109c设置于

连接器部110，但通信芯片主体109a及天线109c的配置位置不限于上述位置。通信芯片主体

109a只要设置为比连接器部110更靠摄像元件108一侧，则通信芯片主体109a的位置不受限

制，天线109c只要设置于操作部103或设置为比操作部103更靠连接器部110一侧，则天线

109c的位置不受限制。

[0058] 通信芯片主体109a和天线109c通过第二信号线109d电连接，通信信号从通信芯片

主体109a通过第二信号线109d进行发送。天线109c以无线发送通信信号的方式发射与通信

信号相应的电磁波。

[0059] 第二通信单元700构成为接收响应于信息的请求从第一通信单元109通过无线发

送的包含摄像特性信息和信号处理参数的通信信号，并获取包含在通信信号中的摄像特性

信息及信号处理参数。虽未图示，但第二通信单元700具有：天线，其接收或发送通信信号；

以及通信芯片主体，其从通过天线接收到的通信信号中获取摄像特性信息及信号处理参数

或者生成用于从天线进行发送的包含摄像特性信息及信号处理参数的通信信号。

[0060] 在连接器部110中设置有微机控制处理部111、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以及第二

存储部114。

[0061] 微机控制处理部111包括微型计算机，是进行预定的处理及控制的部分，通过第六

信号线700a与第二通信单元700电连接，并构成为接收从第二通信单元700发送的摄像特性

信息及信号处理参数。在图3所示的方式中，连接微机控制处理部111和第二通信单元700的

传输线路是电连接的第六信号线700a，但也可以通过电磁波的传输路径进行连接。也就是

说，连接微机控制处理部111和第二通信单元700的传输线路也可以是电磁波的传输路径，

即，也可以是无线。

[0062] 第二存储部114包括存储器，通过第三信号线111a与微机控制处理部111电连接，

并构成为存储通过第三信号线111a从微机控制处理部111发送的摄像特性信息和信号处理

参数。

[0063] 如上所述，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构成为对通过第一信号线108c从摄像元件108

输出的图像信号实施颜色插值、矩阵运算、增益调整等预定的信号处理，生成不同种类的图

像信号(亮度信号Y、色差信号Cb、Cr)。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通过第四信号线111b与微机

控制处理部111电连接，并构成为使用通过第四信号线111b从微机控制处理部111发送的信

号处理参数，对通过第一信号线108c从摄像元件108输出的图像信号进行信号处理。该信号

处理在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的图像处理单元220中的图像处理之前进行。信号处理参数

没有特别限定，例如是用于颜色校正的矩阵运算中使用的矩阵系数，或者是用于通过增益

调整降低由摄像元件108的受光灵敏度特性引起的图像信号值与目标值的偏差的增益系

数。例如，在摄像元件108输出与互补色对应的图像信号的情况下，矩阵系数是用于从与该

互补色对应的图像信号转换为R(红)、G(绿)、B(蓝)三原色的图像信号的矩阵的各系数。

[0064] 由于存储在第一存储部109b中的摄像特性信息及信号处理参数是与各个摄像元

件108对应的固有信息，因此，在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设定的信号处理参数是与各个摄

像元件108对应的固有参数。因此，能够将与各个摄像元件108对应的信号处理参数可靠地

设定于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而且，第一通信单元109中容积大的天线109c设置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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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09或设置为比操作部109更靠连接器部110一侧，由于插入体腔内的电子内镜100的前端

部的尺寸不会变大，因此，对患者的负担小，外科医生的操作性也得以提高。

[0065] 这样的动作能够作为是新的电子内镜100时的初始设定加以利用。

[0066] 图4是说明摄像特性信息以及信号处理参数的流程的一例的图。如图4中的(1)所

示，存储在第一存储部109b中的摄像特性信息I以及信号处理参数P响应于来自第二通信单

元700的信息请求而被读出，借助利用天线109c的通信信号由第二通信单元700所获取，并

通过微机控制处理部111存储在第二存储部114中。进而，微机控制处理部111将信号处理参

数P发送给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将接收到的信号处理参数P作

为用于信号处理的参数进行设定。

[0067] 第二存储部114在预先存储保持有事先保持摄像特性信息和事先保持信号处理参

数的情况下，如果通过第二通信单元700获取到的摄像特性信息I与存储保持的事先保持摄

像特性信息不同，则第二存储部114构成为存储保持微机控制处理部111接收到的摄像特性

信息I和信号处理参数P，来替代事先保持摄像特性信息和事先保持信号处理参数，即，进行

重写。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构成为将通过第四信号线112从微机控制处理部111发送的

信号处理参数P重新设定为用于信号处理的参数，来替代之前被设定为用于信号处理的参

数的事先保持信号处理参数。由此，在连接器部110中，能够改写之前存储的信息，使用与摄

像元件108对应的信号处理参数进行信号处理。

[0068] 为了修理电子内镜100，有时会将摄像元件108更换为另一摄像元件108。在这种情

况下，为了能够使用与摄像元件108对应的信号处理参数进行信号处理，也进行以下的动

作。

[0069] 在更换了摄像元件108的情况下，如图4中的(2)所示，将新的摄像元件108的测得

的摄像特性信息I存储在第一存储部109b中。摄像特性信息I例如是通过记号或数值以能够

识别的方式表示在滤色器中的某颜色分量的滤波器中波长透过特性相对于目标透过特性

偏离多大程度的颜色分量和偏离程度的信息。

[0070] 在通信芯片主体部109a中，从摄像特性信息I生成包含摄像特性信息I的通信信

号，并经由天线109c发送通信信号。该通信信号由第二通信单元700所接收，摄像特性信息I

由第二通信单元700获取，该摄像特性信息I被发送到微机控制处理部111。

[0071] 另一方面，连接器部110内的第二存储部114存储保持有包括建立了摄像特性信息

与信号处理参数的关联的多个关联集的参考数据。因此，微机控制处理部111从第二存储部

114读出该参考数据，根据微机控制处理部111接收到的摄像特性信息I，通过参照参考数据

而提取与摄像特性信息I对应的信号处理参数P。

[0072] 微机控制处理部111将提取出的信号处理参数P和微机控制处理部111接收到的摄

像特性信息I发送给第二存储部114，第二存储部114存储保持摄像特性信息I和信号处理参

数P。进而，微机控制处理部111将提取出的信号处理参数P发送给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

[0073] 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构成为将信号处理参数P设定为将从摄像元件108输出并

通过第一信号线108c发送的图像信号用于信号处理的处理参数。该信号处理是在图像处理

单元220中的图像处理之前进行的处理。需要指出，第一信号线108c延伸到图像处理单元

220。

[0074] 第二存储部114通过第五信号线112a与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连接，并构成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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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保持通过第五信号线112a从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4发送的、已由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

112设定的信号处理参数P以及摄像特性信息I。

[0075] 进而，第二通信单元700构成为通过无线将从微机控制处理部111发送的、由微机

控制处理部111提取出的信号处理参数P发送给第一通信单元109。第一存储部109b构成为

将天线109c通过无线接收、进而通过第二信号线109d从天线109c发送到第一存储部109b的

信号处理参数P与摄像特性信息I一起存储。

[0076] 这样，在第一存储部109b中存储保持有摄像特性信息I，即使在没有存储保持信号

处理参数P的情况下，也能够将与摄像元件108对应的信号处理参数P在驱动器信号处理电

路112中进行设定，来用于图像信号的处理。即，能够将与各个摄像元件108对应的、上述矩

阵系数等信号处理参数可靠地设定于驱动器信号处理电路112。而且，第一通信单元109中

容积大的天线109c设置于操作部109或设置为比操作部109更靠连接器部110一侧，由于插

入体腔内的电子内镜100的前端部的尺寸不会变大，因此对患者的负担小，外科医生的操作

性也得以提高。

[0077] 根据一实施方式，如图1所示，通信芯片主体109a优选设置于操作部103。在更换摄

像元件108时，也同时更换通过操作部103并延伸至连接器部110的第一信号线108c，因此，

更换时能够可靠地改写位于操作部103的第一存储部109a内的摄像特性信息I而不会忘记。

[0078] 天线109c优选设置于连接器部110或操作部103。由于天线109c比通信芯片主体

109a大，因此，如果设置在操作部103或连接器部110以外，则电子内镜100体积增大，容易对

外科医生的操作性产生不良影响。

[0079] 第二通信单元700优选构成为：如图1所示，通过第六信号线700a与电子内窥镜用

处理器200连接，进而通过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和电子内镜100通过连接器部110而被机

械地且电地连接，从而与微机控制处理部111电连接。在容易与包含水的液体接触的手术现

场，液体与端子接触而容易漏电，从这点来看，不优选将第六信号线700a的端子设置于连接

器部110。因此，为了能够一面维持连接器部110的防水功能，一面与连接器部110的微机控

制处理部111电连接，优选构成为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和电子内镜100通过连接器部110

而被机械地且电地连接，从而使第二通信单元700和微机控制处理部111电连接。

[0080] 另外，根据一实施方式，第二通信单元700作为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的一部分

内置在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中，第二通信单元700也优选构成为通过电子内窥镜用处理

器200和电子内镜100通过连接器部110而被机械地且电地连接，从而与微机控制处理部111

电连接。通过将第二通信单元700内置于电子内窥镜用处理器200中，从而装置结构不会变

得复杂，如上所述，电子内镜100的前端部的尺寸不会变大，能够将与摄像元件108对应的矩

阵系数等信号处理参数可靠地设定于信号处理电路。

[0081] 另外，在一实施方式中，如图5所示，连接第二通信单元700和微机控制处理部111

的传输线路也可以是无线。图5是表示与图3所示的实施方式不同的一实施方式中的构成例

的图。在这种情况下，微机控制处理部111包括构成为通过无线与第二通信单元700通信的

第三通信单元800。在这种情况下，第三通信单元优选构成为经由第二通信单元700而与第

一通信单元109之间进行发送和接收。

[0082] 需要指出，为了生成彩色图像，如图2所示，在摄像元件108的受光面设置有拜耳阵

列彩色滤波器108b等滤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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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在一实施方式中使用的摄像特性信息是与该滤波器的波长透过特性相关的信息，

信号处理参数是在对通过摄像元件108的拍摄而得到的图像信号进行颜色修正时所使用的

系数，例如是矩阵系数。滤波器在每个摄像元件108中波长透过特性存在微妙差异的情况较

多，在滤色器的情况下，彩色图像中的颜色也往往存在微妙差异。因此，使用与摄像元件108

对应的信号处理参数进行信号处理，例如进行颜色校正的信号处理从能够生成不因摄像元

件108而变动的稳定的图像这一点来看是优选的。

[0084] 另外，摄像特性信息也可以是与摄像元件108的受光灵敏度特性相关的信息。在这

种情况下，信号处理参数优选是用于对摄像元件108输出的图像信号进行增益调整的增益

系数。即使滤波器的波长透过特性相同，在受光面的受光灵敏度特性在每个摄像元件108中

存在偏差的情况下，从摄像元件108输出的图像信号的值也会不同而产生偏差。因此，为了

减少该偏差而使用用于调整图像信号的值的增益值进行增益调整从能够生成不因摄像元

件108而变动的稳定的图像这一点来看是优选的。

[0085] 以上，详细说明了本实用新型的电子内窥镜系统，但本实用新型的电子内窥镜系

统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的主旨的范围内，当然也可以进行各种改良

或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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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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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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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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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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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译)

一种电子内窥镜系统，其电子内窥镜前端部的尺寸未增大，并能可靠地
将信号处理参数设定于信号处理电路。电子内窥镜具有设置为比连接至
处理器的连接器部更靠摄像元件一侧的第一存储部，第一存储部存储摄
像元件固有的摄像特性信息和与摄像特性信息对应的信号处理参数。电
子内窥镜具有第一通信单元，其响应信息的请求而生成用于对摄像特性
信息和信号处理参数进行无线通信的通信信号，并包括以无线发送通信
信号的天线。连接器部包括：第二存储部，存储从第一通信单元发送来
并通过第二通信单元接收到的摄像特性信息和信号处理参数；以及信号
处理电路，在处理器中的图像处理前，将信号处理参数设定为对从摄像
元件输出的图像信号进行信号处理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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