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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山县中医院两年 X线片质量分析

邓兴和

  =摘要>  目的:分析影响 X线片质量的因素, 探索避免这些因素的措施。方法: 按照评分标准对我院 5 293 份共 8 257

张 X线片进行质量分析。结果:甲片 4 782张, 乙片 2 470 张, 丙片 1 005张。结论:强化工作人员的质量意识,做到细心操

作,有助于提高 X线照片质量。

=关键词>  X 线照片  质量分析

  随着人们质量意识的不断增强, X线投照技术越来越受到

放射界同行的关注。加强 X线投照技术的质量控制,投照优质

X 线片, 减少废片发生率, 可获得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1]。

材料与方法

按照云南省二级医院考核评分标准, 即投照位置正确; 对

比度、清晰度良好; 无污染、划损、可制版; 铅号码、日期排列整

齐,与投照物无重叠; 造影片充盈满意, 显影清晰, 充分显示解

剖结构[ 2]。五项符合为甲片, 一项不符合为乙片, 两项不符合

为丙片的标准,对我院 1999 年 1 月 1 日~ 2000 年 12 月 31 日 X

线照片 5 293 份(片号 3431~ 8724) , 8 257 张进行质量分析。

结 果

在8 257 张 X 线片中五项符合要求的甲片 4 782 张, 占

58% ;一项不符合要求的乙片 2 470 张, 占 30% ; 二项不符合要

求的丙片 1 005 张,占 12%。构成 3 475 张 X线片达不到甲片的

原因,分别是投照技术方面因素的 2 401张(表 1) ,占 69% ;暗室

技术方面因素的 1 074 张(表 2) , 占31%。

表 1  2401张 X线片因投照技术因素统计表

原因 张数 %

体外影像重叠 485 20
投照姿势不正 296 12
曝光不全 195 8
重复曝光 194 8
投照条件过低 184 8
动态摄影 158 7
滤线器条影 152 6
肠道不洁 121 5
充盈不满意 110 5
胶片放置过高 85 4
胶片放置过低 81 4
胶片放置过左 75 3
胶片放置过右 73 3
铅号码排列不齐 69 3
铅号日期有误 63 3
投照条件过高 60 2

讨 论

砚山县中医院是一所新近发展起来的年轻的综合性医院,

放射科发展的历程较短, 科室只有 2 名工作人员, 使用北京万

东医疗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500mA 程控 X 线机和北京医

用射线机厂生产的 200mA 机进行工作。2 年来, 一直使用日本

富士胶片进行投照。使用天津洗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显影

表 2  1074张 X线片因暗室技术方面因素统计表

原因 张数 %

水迹污染 340 32
照片划损 269 25
手指纹印污染 265 24
显影不全 105 10
显影过度 35 3
显影不足 29 3
漏光 21 2
定影不足 10 1

粉和定影粉冲洗。X 线照片质量分析的结果, 甲片仅占 58% ,

尚不尽人意。究其原因: 工作人员在投照、冲洗过程中粗心为

主要原因, 如嘱病人脱去外衣, 女病人去掉项链和金属胸罩再

摄片, 体外影像重叠的问题即可解决;投照姿势不正, 除少数病

人病情不允许外, 耐心地按投照技术学的投照标准姿势进行摄

片, 姿势不正的问题是可以减少的; 曝光不全和重复曝光,可用

大小符合标准的铅橡皮来遮盖片盒,避免两分片也要用两块铅

橡皮遮盖现象; 铅号日期不齐、有误 , 只须细心即可得到解决;

水迹污染, 要尽量避免临床科室借走未经漂洗, 或正在滴水的

湿片; 在显影、定影、漂洗的各个环节坚持一手不提多张片是可

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照片划损的; 暗室内多放一条干毛巾, 养成

干毛巾擦手后再装片或取片的习惯,手指纹印污染也是可以避

免的; 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夏天, 胶片要现装现照,防止屏片粘

连[ 3] ,做到胶片不在暗盒中过夜。笔者认为, 通过采取以上措

施, 我们的 X线照片质量会有很大提高, 使我院的 X线片能正

确反映人体内部结构, 充分表现肢体内部结构层次, 表现这些

层次适当密度, 并能鲜明地分清层次间的密度差异[ 4]。提高 X

线片影像质量, 为 X线诊断提供丰富信息; 减少废片发生率, 可

以节约资金; 照出优质 X线片也可以使患者成为我院的回头客

或发展新患者的义务宣传员, 医院获得经济效益 , 同时达到减

少环境污染, 使受检者及工作人员避免重照幅射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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