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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李文杰来信要求介绍数字胃肠造影术
,

本刊特发此稿

数字化成像 X 线机在胃肠道造影检查中的作用

刘贤富

D SA
、

CT 等 X 线数字影像设备已广为人知
,

随着计算机辅

助电视透视系统的发展
,

一种专门用于消化道的直接数字化点

片成像 x 线摄影装置

—Dsl (Di gi tag 5 1幻t ln la ging )近几年来已

在国内外广泛应用
,

使消化道造影这一传统的常规检查技术又

增添 了新的内容
,

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

D SI 属于数字荧光摄影
,

是以传统影像增强技术为基础并

结合微机和控制透视设备
,

电视系统和视频数字器等
,

其基本

构成如下图所示
。

膜
、

皱璧涂布率
、

边缘显示度以 及图像对比度
、

灰度
、

清晰度方

面均优于普通 X 线片
。

3
.

可连续摄片 在图像矩阵 2以8 x 2以8 条件下每秒可点

片 3 一 4 张
,

在 10 2 4 x 10 2 4 条件下每秒可点片 6 一 8 张
。

这种速

度有条件对同一部位连续拍片 3 一 4 张
,

从中选取最佳 图像以

确保图像质量
,

有效地避免了由吞咽运动
、

胃肠道蠕动
、

呼吸以

及病人移动造成的图像模糊
,

对观察记录下咽及 胃肠道的动态

功能非常有利
。

4
.

数字化成像具有丰富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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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功能
。

例如通过窗宽和窗位的

调节可使图像对比度达到最佳值 ;

边缘增强功能突出了脏器之间的边

界轮廓以及病灶与正常组织间的边

界
,

增强了对病灶的识别能力 ; 局部

放大功能则有利于 显示感兴趣区内

细微差异等等
。

5
.

X 线曝射量大为减少 数字

化成像所需 X 线 幅射量是普通 X

线片的 1/3
一 1/5

,

而且 由于 用 ro
-

20 Ins 短而强的脉冲式射线
,

曝光时

间减少
,

因而病人一般不需摒气或

重复曝光来取代活动伪影造成的影

像模糊
。

6
.

数字化图像可长期贮存
,

调

阅图像快速
、

准确
、

便利
。

7
.

经济效果较好 采用 数字

这种设备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

1
.

消化道造影图像可立即显示在高清晰度显像管的屏幕

上
,

医生能及时观察到所摄取的图像是否满意
,

以便补拍或重

拍并可随时进行实时固态存储
。

对感兴趣的 图像可永久性地

存入有病人目录的光盘或磁带中
。

2
.

图像清晰 目前组成一幅数字化图像的象素数已达 《X〕

万个
,

其综合图像质量已超过普通 X 线片
。

经国内
,

外许多专

家的分析
、

对比
,

一致认为数字化成像在 胃小区显示率
、

粗粘

化成像 X 线机的第一次投人 比购人普通 X 线机高 2 一 3 倍
,

但

这种设备在运转过程中支出的费用 比普通 X 线机支出的低
。

因其有删除修改等后处理功能
,

只印有关图像
,

极大地减少了

胶片费用
。

从我院使用数字胃肠机几年来的情况看
,

仅节省胶

片费用一项
,

估计 7 年时间 即可偿还第一次的高额投人
。

上述特点只能在数字化的信息中实现
,

这是普通 X 线片望

尘莫及的
。

此外数字化成像是实现医学影像的存储与传输系

统 (PA以)和远程放射系统(Tel
e ra dioe ogy Sys te m )的前提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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