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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及 X线摄影设备容量小等诸多因素, 使

得高千伏胸片摄影技术在下级医院推广较慢, 仍将其作为一种

特殊摄影技术, 较少使用。近些年, 随着设备不断更新, 很多

县、乡级医院已具备开展高千伏摄影的条件。本文旨在从放射

物理角度,浅谈高千伏摄影原理, 科学的分析优缺点, 以便我们

在 X线诊断工作中,灵活运用此项技术 ,充分发挥其作用。

原 理[ 1]

诊断用 X线机产生的 X 线为连续光谱,在一定标称的管电

压作用下,光电吸收和康普顿-吴有训吸收各占一定的百分比。

低管电压下,以光电吸收为主, 吸收规律为吸收系数(Lr)与

物质原子序数( Z)的 4 次方成正比。组成人体组织的物质原子

序数不同,骨及各种软组织内所含物质原子序数有一定的差

别,这样各组织吸收 X线量就有较大差别, 照片呈现高对比度,

但由于管电压低, 所产生的 X线光子能量低, 穿透能力较差, 各

组织间互相遮盖,照片层次少。

高管电压下,以康普顿-吴有训吸收为主。人体各组织对 X

线的吸收,受各组织所含物质的原子序数影响不大, 而与物质

每克的电子数和光子能量有关。除氢以外, 所有物质每克电子

数大体相同, 由此不能产生物质对 X 线吸收散射的差别。此

时,只有人体各组织间密度差异所产生的 X 线吸收系数之差,

形成影像对比度,照片对比度低, 但层次丰富。

优缺点

优点: ¹ 照片层次丰富; º 管电压高, 则可缩短曝光时间,

从而可减少肢体移动畸变,提高照片锐利度、清晰度; » 管电压

升高,则可降低管电流, 减少 X线管产生的热量, 延长 X 线管使

用寿命; ¼高千伏摄影, X 线照射量减少,有利于病人防护。

缺点: ¹ 照片对比度差; º 高千伏摄影时, 散射线较多, 照

片灰雾度大。

高千伏胸片的加厚[ 2]

前面提到, 高电压摄影层次丰富, 但对比度较差。本人想

采取汞加厚法(比例加厚法)对高千伏胸片进行加厚处理,来提

高高千伏胸片的对比度, 并做了一些尝试。由于地处边远, 设

备条件有限, 所处理的照片对比度略有改善, 但未取得满意效

果。现简单叙述处理过程, 为对此感兴趣的同行提供借鉴。

汞加厚法的原理: 用氯化高汞, 将胶片上的银影漂白,经过

再显影后, 在原来银影上既有汞和汞的化合物沉淀在上面。并

且能使原照片上密度大的部位加厚的多, 密度小的部位加厚

少, 这样就可增加照片对比度。

摄取高千伏胸片的设备: 北京产 HF51-2 型、500MAX 光机。

曝光条件为: 固定管电压 125KV, 因人而异调节毫安秒 3 ~

5MAS。手工洗片显影时令照片较为淡薄, 定影后充分水洗, 然

后用汞加厚法加厚。

加厚液配方:

       氯化高汞       20g

       溴化钾        20g

       水加至        1000ml

加厚方法: 将胶片放在加厚液中漂白 3~ 4min,待黑色银粒

全部漂白后, 用清水漂洗干净,然后在显影液中显影。

小 结

X光照片不同于艺术摄影, 不能以悦人耳目为主要目的。

但我们又不能对每一张 X光片都用客观评价法评价。在我们

日常阅片时,总会带入自己的主观因素。从心理学角度讲, 我

们都喜欢看对比度好的 X光片。并且人的视觉对密度及密度

差的分辩能力是有限的, 每个人又不相同。所以我们是否还可

以用其它办法, 即发挥高电压胸片层次丰富的优点, 又提高其

对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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