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射学实践 一999
,

14 (l)
: 3 8

一
4 1

全国 CT
、

M R 技师上 岗培训考试模拟试题 (附参考答案 )
X 线摄影技术部分

武汉市卫生学校放射教研室 (43 00 3 0) 张运利

[编者按】 卫生部针对近 ro 年来我国 CT
、

M R 成像设备大批 引进
,

从业人员不 断增加而没有建立严格的考试
、

注册和职

业管理制度的现状
,

根据 43 号部长令和卫计发 (19 % )第 61 号文件的精神
,

决定于 19% 年底开始实施
“

大型 医用设备使用人员

技术考核上岗认证制度
” 。

为此
,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于 199 8 年 5 月下发 了指导性参考资料
“

全国 CT
、

MR 技师上岗培训考

试参考资料
”

一书
。

为使应考人员更好地掌握该书的 重 点 内容
,

顺利地通过考试
,

从本期起
,

我们在继 续教育园地连续刊登

《全国 Cr
、

MR 技师上岗培训考试模拟试题(附参考答案)》
,

全套模拟试题分 x 线摄影技术
、

CT 扫描技术和 MR 扫描技术三部

分
。

相信从提高理论水 平和模拟应试实战的角度
,

这套模拟试题会对医学影像技术从业人员有较大的帮助
。

X 鬓贾影炭术粼分凑⋯卿试题
1 在 X 线的产生中

,

哪一个是无须具备的条件 ( )

A
.

电子源 B
.

高真空 C
.

阳极旋转
D

.

电子的高速运动 E
.

电子的骤然减速
2 在 X 线管中

,

电子撞击阳极靶面的动能
,

决定于( )
A

.

管电流大小 B
.

管电压大小 C
.

灯丝电压大小
D

.

靶物质的性质 E
.

以上都不是

3 只用 X 线的微粒性不能作出完善解释的现象是 ( )
A

.

X 线激发荧光现象 B
.

X 线反射现象
C

.

X 线使气体电离现象 D
.

X 线衍射现象
E

.

X 线散射现象
4 X 线摄影利用的 X 线特性是 ( )

A
.

折射作用 B
.

生物效应 C
.

感光作用
D

.

反射作用 E
.

着色作用

S X 线透视利用的 X 线特性是 ( )
A

.

折射作用 B
.

荧光作用 C
.

感光作用
D

.

生物效应 E
.

着色作用

6 关于 X 线产生原理
,

错误的叙述是 ( )
A

.

高速电子和 阳极靶物质的相互能量转换的结果 B
.

利用

靶物质轨道电子结合能 C
.

利用原子存在于最低能级的需

要 D
.

利用 阳极靶的儿何形状和倾斜角度
E

.

利用靶物质的核电场
7 关于连续放射

.

正确的叙述是 ( )
A

.

高速电子在改变方向时因能量增加而增速 B
.

是高速电

子击脱靶物质原子内层轨道电子的结果 C
.

只服从靶物质

的原子特性 D
.

产生的辐射波长呈线状分布
E

.

以上都是错误的

8 关于特性放射
,

正确的叙述是 ( )
A

.

是在靶物质的原子壳层电子的跃迁中产生的 B
.

产生的
X 线光子能量与冲击靶物质的高速电子的能量有关 C

.

是

高速电子与靶物质原子核相互作用的结果 D
.

产生的辐射

波长呈分布很广的连续 X 线谱 E
.

以上都是正确的
9 不属于电磁辐射的是 ( )

A
.

可见光 B
.

紫外线 c
.

x 线 D
.

日射线 E
.

y 射线

10 诊断用 x 线的波长范围是 ( )
A

.

0
.

0 1 ~ 0
.

(叉义)se m B
.

750 一 39( )n lll C
.

31关) 一 Zl u ll

D
.

0
.

0 1 ~ 0
.

仪)8 ll n l E
.

0
.

(洲〕1 一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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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X 线剂最测 ,
、
X 线治疗

、
X 线损伤的基础是 ( )

A
.

穿透作用 B
.

荧光作用 C
.

电离作用

D
.

感光作用 E
.

反射作用

12 X 线强度的错误理解是 ( )
A

.

指垂直于 X 线传播方向的单位面积上
,

在单位时间内通

过的 X 线光子数量与能量之总和 B
.

指 X 线束光子数量

乘以每个光子的能量 C
.

X 线质与量的乘积 D
.

X 线曝

光量 E
.

X 线的硬度或穿透力

13 x 线强度的影响因素
,

正确的叙述是 ( )
A

.

靶物质
、

管电压
、

管电流是决定 X 线强度的三个因素
B

.

靶物质的原子序数越高
,
X 线产生的效率越低 C

.

管电

压与冲击阳极靶面的电子数量有关 D
.

管电流决定着高

速电子的能量大小 E
.

以上都是错误的

14 在 X 线诊断能盆范围内不发生的 X 线与物质相互作用形

式是 ( )
A

.

相干散射 B
.

光核反应 C
.

康普顿散射
D

.

不变散射 E
.

光电效应

巧 在 X 线诊断能量范围内
,
X 线与物质相互作用的主要形式

是 ( )
A

.

相干散射 B
.

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散射 C
.

不变散射
D

.

电子对效应 E
.

光核反应

16 关于光电效应的正确叙述是 ( )
A

.

它是以光子击脱原子的外层轨道电子而产生 B
.

光电

效应对胶片产生灰雾 C
.

光电效应降低射线对比度 D
.

光电效应中病人接受的辐射剂量相对较少 E
.

以 上都是

错误的

17 关于 X 线检查的限度
,

错误的叙述是 ( )
A

.

受病变密度的限制 B
.

受病变反应时间的限制

C
.

受病变部位的限制 D
.

受发育方面的限制
E

.

以上都是错误的

18 透视检查的缺点是 ( )
A

.

可转动病人体位
,

改变方向观察 B
.

了解器官的动态变

化 C
.

不留客观记录 D
.

操作方便
,

费用低
E

.

可立即得出结论

19 关于 X 线摄影检查的优点
,

错误的叙述是 ( )
A

.

对功能观察优于透视 B
.

成象清晰 C
.

对比度 良好
D

.

有客观记录 E
.

密度
、

厚度差异小的部位能显示

20 关于造影检查的错误叙述是 ( )
A

.

将造影剂引人器官或周围间隙
,

使之产生对比 B
.

造影

检查方式有直接引人和 间接引人两种方法 C
.

直接引人

法包括 口服法
、

灌注法
、

穿刺注入法 D
.

口服胆囊造影是

间接引人法 E
.

静脉肾盂造影属直接引人法中的穿刺注

人法



放射学实践 199 9
,

14 (1)
: 3 8

一

4 1

21 目前仍使用的特殊检查方法不包括 ( )
A

.

体层摄影 B
.

铝靶乳腺摄影 C
.

静电摄影
D

.

荧光缩影 E
.

放大摄影

22 在 X 线摄影中
,

病变的发现与显示取决于 ( )
A

.

具有使病变显示出来的对 比度和适 当体位 B
.

病变形

状 C
.

临床资料 D
.

诊断医生的诊断水平 E
.

病变器官

的功能状态

23 显示病变的最佳体位的含义
,

错误的是 ( )
A

.

常规体位是最标准
、

最易发现和显示病变的体位 B
.

遵

循 X 线摄影的常规体位
、

中心角度和投射方向 C
.

当病变

部位与常规体位不一致时
,

可利用荧光透视转动不 同体

位
,

找出其病变显示的特异征象 D
.

对处于边缘部位的病
变

,

只有采取切线位才能显示 E
.

以上都是错误的

抖 解剖学的基准线不包括 ( )
A

.

垂直线 B
.

水平线 C
.

正中矢状线
D

.

听鼻线 E
.

冠状线

25 R BL 是指( )
A

.

听眶线 B
.

听毗线 C
.

听鼻线 D
.

听眉线 E
.

眶下线

26 形成关节的两块骨骼之间
,

作增大角度的运动的肢体位叫

做 ( )
A

.

外展位 B
.

内收位 C
.

外旋位 D
.

屈曲位 E
.

伸展位
27 关于颈部的体表解剖

,

错误的是 ( )
A

.

舌骨相当于第四颈椎水平 B
.

甲状软骨是喉与气管
、

咽

与食管的分界点 C
.

甲状软骨其后方正对第五颈椎 D
.

环状软骨位于 甲状软骨下方 E
.

胸骨颈静脉切迹相 当于

第二
、

三胸椎水平

28 关于胸部的体表标志
,

错误的是 ( )
A

.

胸骨角相当于第四
、

五胸椎水平
,

后方对着气管分叉处
B

.

胸骨柄中分处相当于主动脉弓的最高点 C
.

剑胸关
节相当于第九胸椎水平 D

.

女性乳头对第四肋骨
,

相当于

第七
、

八胸椎水平 E
.

肩脚骨下角对第七后肋

29 胸部的径线中
,

前正中线是指( )
A

.

通过胸骨 两外侧缘 中点的垂线 B
.

通过锁骨中点的垂

线 C
.

通过腋窝中点的垂线 D
.

相当于各椎体横突尖端

的连线 E
.

相当于各棘突的连线

30 位置不恒定的腹部体表标志是 ( )

A
.

剑突 B
.

肋弓 C
.

耻骨联合 D
.

骼峪 E
.

脐

31 X 线摄影产生影像不对称的原因是 ( )
A

.

焦
一
片距过大或过小 B

.

管电压过高或过低

C
.

毫安秒过大或过小 D
.

中心射线束倾斜或物体旋转
E

.

化学冲洗过度或不足
32 关于 X 线影像的重玉

,

错误的说法是 ( )

A
.

人体投影到胶片所形成的平面影像
,

各组织的相互重叠

是可以避免的 B
.

如果大物体的密度小于小物体
,

重叠的

影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小物体 C
.

如果大小物体的密度

相等
,

重叠的影像中可以隐约地看到小物体 D
.

如果大物

体的密度大于小物体
,

重叠的影像中看不到小物体 E 若

想观察重叠影中的密度低的物体的影像
,

最好的是利用体

层摄影

33 关于切线效果
,

错误的说法是 ( )
A

.

被照体局部的边缘部分与 X 线束垂直时形成 B
.

胸片

上锁骨伴随阴影是切线效果 C
.

胸片上女性乳房阴影是

切线效果 D
.

胸片上叶间裂显示的线状阴影是切线效果
E

.

摄影时要充分注意切线效果的临床意义

34 关于 X 线防护的目的
,

错误的叙述是 ( )

A
.

提高有关人员的辐射防护知识水平 B
.

保障 X 线工作

者的健康和安全 C
.

将随机性效应的发生率限制到可以

接受的水平 D
.

保障受检者及其后代的健康和 安全
E

.

防止有害的非随机性效应

35 不正确的 X 线防护的原则是 ( )
A

.

辐射实践的正当化与辐射防护的最优化 B
.

遵循防护

外照射的三原则
:

缩短照射时间
、

增大与 X 线源的距离
、

设

置屏蔽防护 C
.

固有防护为主与个人防护为辅 D
.

X 线

工作者防护为主 与被检者防护为辅 E
.

合理降低个人受

照剂量与全民检查频度

36 不属于 x 线摄影操作中注意的病人防护措施是《 )
A

.

适当的检查方法和正确的临床判断 B
.

采用恰当的 X

线照射量和质 C
.

认真控制照射野范围 D
.

注意非摄影

部位的屏蔽防护 E
.

避免操作失误
,

减少重拍率
37 不属于 X 线工作者防护的项目是【 )

A
.

工作期间必须接受辐射剂量的监控与监测 B
.

定期进

行健康检查 C
.

X 线设备的操作必须在屏蔽防护合格的

情况下进行 D
.

提高图象接受介质的灵敏度 E
.

严格进

行剂量限制控制
,

一年内不超过 50
In sv(H l

c m )
3 8 关于摄影的基本概念

,

错误的是 ( )
A

.

摄影是利用光或其他能量表现被照体信息状态
,

并以可

见光学影像加以记录的一种技术 B
.

像是用能量或物理

量
,

把被照体信息表现出来的图案 C
.

信息信号是由载体

表现出来的单位信息量 D
.

将载体表现出来的信息信号

加以配列
,

就形成了表现信息的影像
,

此配列称成象系统
E

.

摄影程序
:
光或能量~ 检测~ 信号~ 图象形成

39 X 线信息影像的形成与传递中
,

错误的叙述是( )
A

.

第一阶段形成的 X 线信息影像可以为肉眼识别 B
.

第

二阶段是把 X 线信息影像转换成为可见密度影像的中心

环节 C
.

第三阶段要借助观片灯
,

将密度分布转换成为可

见光的空间分布
,

传递到视网膜 D
.

第四阶段要通过视网

膜上明暗相间的图案
,

形成意识上的影像 E
.

第五阶段通

过识别
、

判断作出评价或诊断

40 X 线摄影的目的是 ( )
A

.

掌握 X 线机的性能 B
.

正确使用摄影条件 C
.

在允许
的辐射剂量内

,

获得最有效的影像信息 D
.

发挥增感屏 -

胶片体系的信息传递功能 E
.

掌握显影加工技术

4l X 线照片影像的形成过程中
,

不起作用的是 ( )
A

.

X 线的穿透作用 B
.

X 线的荧光作用

C
.

X 线的散射线 D
.

X 线的感光作用

E
.

被照体对 X 线的吸收差异

42 构成 X 线照片影像的四大要素不包括 ( )
A

.

密度 B
.

厚度 C
.

对比度 D
.

锐利度 E
.

失真度

43 关于密度的定义
,

错误的叙述是 ( )
A

.

密度为胶片乳剂膜在光的作用下致黑的程度 B
.

密度

是由胶片乳剂曝光后
,

经冲洗还原出来的银颗粒沉积而形

成的 C
.

银颗粒沉积越多的地方
,

照片越黑
,

密度越高 ;反

之亦然 D
.

密度值用照片阻光率的常用对数表示 E
.

以

上都是错误的

44 如果透过照片某点的光为观片灯光强的 1/l oo
,

则该点的

密度值为 ( )

A
.

0
.

0 1 B
.

0
.

l C
.

l
.

0 D
.

2
.

0 E
.

1 0
.

0

45 一般地说
,

适合诊断的密度范围在 ( )

A
.

0 一 0
.

15 B
.

0
.

15 ~ 0
.

25 C
.

0
.

25
一 0

.

5

D
.

0
.

2 5 一 2
.

0 E
.

2
.

0 一 3
.

0



放射学实践 1999
,

14 (l)
: 38

一
4 -

46 与胶片感光效应无关的因素是( )
A

.

X 射线的因素 B. 显影时间
、

温度 C
.

定影时间
、

温度

D
.

胶片的感光度 E
.

被照体的厚度
、

密度等因素
47 关于影响密度的因素

,

错误的叙述是 ( )
A

.

管电压对照片密度有一定的效应 B
.

在正确曝光下
,

照

射量与密度是成 比例变化的 C
.

X 线作用在胶片上的感
光效应与焦

一
片距的平方成正 比 D

.

照 片密度随被照体

的厚度
,

密度增高而降低 E
.

胶片感光度
、

增感屏性能及

暗室冲洗因素均影响照片密度
4 8 照片密度的控制因素是( )

A
.

管电压 B
.

毫安秒 C
.

焦
一
片距

D
.

物 一 片距 E
.

中心射线人射点

49 X 线照片上相邻组织影像的密度差称为 ( )
A

.

射线对比度 B
.

胶片对比度 C
.

照片对比度
D

.

物体对比度 E
.

X 线信息影像
50 除 了被照体本身的因素外

,

对照片对比度影响最大的是

( )
A

.

线质和散射线 B
.

X 线量 C
.

胶片对比度
D

.

增感屏特性 E
.

冲洗技术

51 照片对比度的控制因素是( )
A

.

管电压 B
.

毫安秒 C
.

焦
一
片距

D
.

物
一
片距 E

.

中心射线人射点

52 关于 X 线照片影像的锐利度
,

错误的叙述是 ( )
A

.

锐利度建立在对 比度的基础之上 B
.

照片上相邻两部

分密度移行距离越短
,

锐利度越高 C
.

分辨率就是锐利度
D

.

胶片分辨记录被照体细微结构的能力叫分辨力
E

.

分辨率是胶片本身具有的性能

53 影响锐利度的因素
,

错误的叙述是 ( )
A

.

几何模糊影响照片锐利度 B
.

移动模糊影响照片锐利

度 C
.

物体吸收模糊影响照片锐利度 D
.

屏
一
片体系照

相模糊影响照片锐利度 E
.

以上都是错误的

54 不属于减少影像模糊度的摄影技术要求是 ( )
A

.

被照体尽可能靠近胶片 B
.

尽可能使用大的焦 一 片距
C

.

使用最小的焦点 D
.

注意对准中心射线的人射点 E
.

缩短曝光时间

55 关于影像的放大
,

正确的叙述是 ( )
A

.

在 X 线投影中
,

影像只有几何尺 寸的改变时
,

称为影像
的放大 B

.

物 一 片距越小
,

放大率越大 C
.

焦
一
片距越

大
,

放大率越大 D
.

有效焦点越小
,

放大率越大

E
.

以上都是正确的

56 关于影像的变形
,

错误的说法是 ( )
A

.

影像的变形
,

是同一物体的不同部分产生不等量放大的

结果 B
.

被照体平行胶片时
,

放大变形最小 C
.

接近中心

线并尽量靠近胶片时
,

影像的位置变形最小 D
.

中心射线

射人点应通过被检部位
,

并垂直于 胶片
,

此时影像的形状

变形最小 E
.

以上都是错误的

57 X 线摄影能量范围内的散射线
,

几乎全部来 自( )
A

.

光电效应 B
.

康普顿散射 C
.

不变散射
D

.

电子对效应 E
.

光核反应

58 关于散射线含有率
,

错误的叙述是 ( )
A

.

散射线含有率随管电压的升高而加大 B
.

散射线含有

率随管电流加大而减小 C
.

照射野是产生散射线的最主

要的因素 D
.

散射线含有率随被照体厚度的增加而增加

E
.

照射野增大时
,

散射线含有率大幅度上升
59 不能消除或减少散射线影响的是 ( )

A
.

使用遮线器 B
.

使用滤线器 C
.

使用增感屏
D

.

加大物
一
片距 E

.

加大焦
一
片距

印 有关滤线栅的叙述
,

错误的是 ( )
A

.

滤线栅铅条高度与充填物幅度的比值称为栅 比 B
.

单

位距离内
,

铅条与其间距形成的线对数称为栅密度 C
.

栅

铅条纵轴排列的方位是相互平行的称为线形栅 D
.

栅铅

条均呈倾斜排列
,

半径相同并聚焦于空 间的称为聚焦栅
E

.

以上都是错误的

61 不会产生滤线栅切割效应的情况是《 )
A

.

中心射线倾斜方向与铅条方向平行 B
.

中心射线倾斜

方向与铅条方向垂直 C
.

X 线管上下偏离栅焦距 D
.

中

心射线左右偏离栅中线 E
.

聚焦栅反置使用

62 投照某一部位
,

原用 loo
lllAs ,

70 Kv
,
loo

c m
。

现改用 50c m
,

若

管电压不变
,

应该用的毫安秒 (MA S) 是 ( )
A

.

2《X) B
.

50 C
.

25 D
.

loo E
.

粼X )

63 有关摄影条件之间的换算关系
,

正确的是 ( )
A

.

管电流与摄影时间成正 比 B
.

毫安秒与焦
一
片距 的平

方成正比 C
.

管电压的 N 次方与管电流量成正 比 D
.

屏
一
片体系的感度与毫安秒成正比 E

.

以上都是正确的

科 需要降低摄影条件的病理改变是 ( )
A

.

骨硬化 B
.

骨囊肿 C
.

肺不张

D
.

胸腔积液 E
.

胸廓成形术

65 需要增加摄影条件的病理情况是 ( )
A

.

脑积水 B
.

关节炎 C
.

骨囊肿 D
.

骨萎缩

E
.

水气胸

肠 骨骼系统摄影条件的选择
,

错误的考虑是 ( )
A

.

选用小焦点
,

以求得最小的几何模糊 B
.

同一部位不同

厚度
,

采用固定毫安秒和距离而调整管电压的方法 C
.

厚

度超过 10c m
,

选用滤线栅 D
.

慢性骨髓炎
、

骨结核等摄影

条件要减少 E
.

石膏固定照片要增加管电压 5 一 SKV
67 不属于胸部高电压摄影技术优越性的是 ( )

A
.

诊断细节的可见度增大 B
.

摄影条件的宽容度增大
,

易

于掌握

C
.

容易连续追踪气管
、

支气管影像以及末梢肺纹理 D
.

照

射量减少
,

可使用小焦点
、

短时间曝光 E
.

散射线增多
,

照

片对比度下降

68 纵隔气肿 x 线摄影体位的选择
,

除常规正位外
,

必须加照

( )
A

.

前弓位 B
.

侧位 C
.

侧卧水平正位

D
.

仰卧前后位 E
.

切线位

69 先天性肛门闭锁
,

X 线摄影采用 ( )
A

.

仰卧前后位 B
.

俯卧前后位 C
.

倒立正位
D

.

侧卧侧位 E
.

侧卧水平正位

70 肢端肥大症的 X 线摄影采用 ( )
A

.

头颅前后位 B
.

头颅侧位 C
.

颅底位
D

.

斯氏位 E
.

许氏位

71 不能显示先天性耳道畸形的摄影位置是 ( )
A

.

瓦氏位 B
.

许氏位 C
.

梅氏位
D

.

斯氏位 E
.

颅底位

7 2 颅骨凹陷骨折的 X 线摄影体位是( )
A

.

头颅后前正位 B
.

头颅侧位 C
.

瓦 氏位

D
.

颅底位 E
.

以上都不是

73 胸部后前正位片标准所见不包括 ( )
A

.

照片中无组织遮盖部分呈漆黑 B
.

全部胸椎清晰可见
,

骨纹理能辨认 C
.

肋骨骨纹理能够辨认
,

心脏边缘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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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D
.

月两肌以上肺野及两侧隔肋 角均应包括在照片内 E
.

左
右胸锁关节对称

,

肺尖显示充分
,

肩脚骨投影于肺野外

74 观察外耳道闭锁的最佳摄影体位是 ( )
A

.

许氏位 B
.

头颅正位(经眶位) C
.

颅底位
D

.

汤 氏位 E
.

梅氏位

75 碘油剂不能用于 ( )
A

.

凄管
、

窦道造影 B
.

子宫
、

输卵管造影 C
.

心血管造影

D
.

支气管造影 E
.

椎管造影

76 常规口服法胆系造影所用 的造影剂是 ( )
A

.

胆影葡胺 B
.

碘番酸 C
.

泛影葡胺

D
.

碘化钾 E
.

碘化油

77 医用 X 线摄影用感绿胶片的吸收光谱的峰值为( )
A

.

25 0 nrn B
.

37 0 llll l C
.

42 0 1
如 D

.

4 80 ll n l E
.

550 ll ln

78 医用 x 线胶片保存
,

错误的是 ( )
A

.

标准状态(高温保湿 )下储存 B
.

防辐射线照射 C
.

防

止压力效应的产生 D
.

避免有害气体接触 E
.

有限期内

使用 (标准储存条件下 )

79 医用 x 线胶片结构不包括 ( )
A

.

保护层 B
.

乳剂层 C
.

发光层 D
.

结合层 E
.

片基

80 医用 X 线胶片的感光性能不包括 ( )
A

.

感光度 B
.

增感率 C
.

反差系数

D
.

宽容度 E
.

最大密度

SI X 线胶片上产生密度 1
.

0 所需曝光量的倒数定义为《 )
A

.

感光度 B
.

最小密度 C
.

反差系数

D
.

宽容度 E
.

最大密度

82 产生诊断密度 (0
.

25 ~ 2
.

0) 所对应的曝光量范围称为( )
A

.

感光度 B
.

反差系数 C
.

平均斜率 D
.

宽容度
E

.

最大密度

83 胶片感光特性曲线的组成不包括 ( )
A

.

足部 B
.

平坦部 C
.

直线部 D
.

肩部 E
.

反转部

84 x 线摄影中力求应用的部分是特性曲线的 ( )
A

.

足部 B
.

足部至肩部 C
.

直线部 D
.

肩部 E
.

反转部

85 关于增感屏的性能
,

错误的叙述是 ( )
A

.

降低 X 线照射剂量 B
.

增加影像对比度 C
.

降低影像

清晰度 D
.

使影像颗粒性变差 E
.

以上都是错误的

86 以下哪项不是 自动冲洗机应用的优点《 )
A

.

能保持恒定的显影效果
,

影像质量提高 B
.

处理速度

快
,

工作效率高
,

有利于及时诊断 C
.

操作中不接触药液
,

干片装卸
,

避免污染 D
.

减 少暗室工作部分
,

改善工作条

件 E
.

价格高
,

管理与质量控制水准要求高

87 不包括在显影体系设计思想之中的是 ( )
A

.

选用硫代硫酸胺 B
.

显影坚膜剂的启用 C
.

加强显影

促进剂的作用 D
.

有机防灰雾剂的使用

E
.

增加保护剂含量

88 自动冲洗机显影的管理内容不包括 ( )
A

.

启动液添加量 B
.

显影液温度控制 C
.

照片残留海波

和残留银的控制 D
.

补充量的管理 E
.

显影液空气氧化

影响

89 照片千燥不良的原因不包括 ( )
A

.

显影温度过高 B
.

干燥温度设置过低 C
.

风量不足

D
.

定影液疲劳 E
.

水洗不足

90 激光打印机的基本结构不包括 ( )
A

.

激光打印系统 B
.

胶片传递系统 C
.

温度控制系统

D
.

信息传递与存储系统 E
.

控制系统

91 要显示头颅骨凸出或凹陷性病变
,

需要拍摄 ( )

A
.

头颅局部切线位 B
.

颅底位 C
.

汤 氏位

D
.

头颅正位 E
.

头颅侧位
92 非离子型造影剂是 ( )

A
.

泛影钠 B
.

泛影葡胺 C
.

胆影葡胺

D
.

优维显 E
.

碘苯醋
93 相对可靠的碘过敏试验方法是( )

A
.

口含试验 B
.

皮内试验 C
.

静脉试验
D

.

口服试验 E
.

结膜试验

94 与 X 线照片影像密度
、

对比度
、

清晰度都有关的因素是

A
.

曝光时间 B
.

增感屏 C
.

管电流

D
.

水洗时间 E
.

摄影距离

95 按吸收 X 线能量的能力从高到低排列
,

正确的顺序是《 )
A

.

骨组织肌肉脂肪气体 B
.

肌肉脂肪骨组织气体 C
.

气

体脂肪肌肉骨组织 D
.

骨组织脂肪气体肌肉 E
.

肌肉骨

组织气体脂肪

% X 线光子统计涨落的照片记录称为 ( )
A

.

量子斑点 B
.

屏结构斑点 C
.

胶片结构斑点
D

.

分辨率 E
.

增感率

97 在显影液和定影液中都可以有的药品是 ( )
A

.

碳酸钠 B
.

硫代硫酸钠 C
.

亚硫酸钠
D

.

澳化钾 E
.

对苯二酚

98 与照片黑化度过低无关的因素是 ( )
A

.

定影时间过长 B
.

显影时间过短 C
.

感光不足

D
.

显影温度过低 E
.

增感屏衰老

99 与解剖学上的颅底水平面平行的连线是 ( )
A

.

听鼻线 B
.

听眉线 C
.

听眶线 D
.

听 口线 E
.

眉间线
100 在 自动洗片机中

,

决定显
、

定影时间的是 ( )
A

.

循环系统 B
.

输片系统 C
.

补充系统

D
.

温度控制系 E
.

延时系统

X 线摄影技术部分模拟试题参考答案

1
.

C Z B 3
.

D 4
.

C 5
.

B 6
.

D 7
.

E

1 1
.

C 12
.

E 13
.

A 14
.

B 15 B 16
.

E 17

2 1
.

C 22
.

A 23
.

E 24 D 25 A 2 6
.

E 27

3 1
.

D 32
.

A 3 3
.

A 3 4
.

A 3 5
.

D 3 6
.

A 3 7

4 1
.

C 42
.

B 4 3
.

E 44
.

D 4 5
.

D 月6
.

C 4 7

5 1
.

A 52
.

C 5 3
,

E 5 4
.

D 5 5
.

A 5 6
.

E 5 7

6 1
.

A 62
.

C 6 3
.

B 麟
.

B 65
.

E 6 6
.

D 67

7 1
.

A 7 2
.

E 7 3
.

B 74
.

C 7 5
.

C 7 6
.

B 7 7

8 1
.

A 8 2
.

D 8 3
.

B 84
.

C 85
.

E 86
.

E 87

9 1
.

A 9 2
.

D 9 3
.

C 9 4
.

B 95
.

A 9 6
.

A 97

8
.

A 9
.

D 10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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