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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 X线摄影的应用体会 #经验介绍#

杨桂英  常健

  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飞速发展, 计算机处理图像技

术越来越得到放射界同仁的高度重视, 计算机 X 线摄影( com-

puted radiography, CR)在临床影像学中愈加广泛。其特点是基

本解决了医学图像中的摄影、获取、显示、存储、传送和管理, 是

X线影像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完美结合, 也是医学影像跨学科

的飞跃。目前 CR在国内属起步阶段, 有关国内文献报道不多,

文中重点讨论了 CR的临床应用及其价值。

2000年 5 月,我院引进德国 Agfa公司的 CR产品, 该产品在

国际上已有许多医院安装和应用。现将 CR 临床应用体会及基

本情况介绍如下。

基本成像原理  CR与传统 X线摄影不同, 它是将通过人

体的 X 线影像信息记录在由辉尽性荧光物质厚约 300Lm 含微

量元素铕的钡氟溴化物结晶制成的存储荧光板( storage pbosphor

plate, SPP)上,从而形成潜影, 再用激光束以 2 510@ 2 510的像素

矩阵(像素约 0. 1mm 大小) , 对 SPP进行扫描读取, 经计算机计

算处理, 通过改善影像的细节, 图像降噪、灰阶对比度调整、影

像放大、数字减影等, 还可以将原始数据经过后处理, 使原来看

不见的信息显示在荧光屏上,图像处理系统可行灰阶与窗位处

理,便于按诊断要求作适于视觉的调整。CR 的核心部件 SPP,

能使照射的 X线能和发光量有 1B1 000 以上的直线相关,即使 X

线曝光错误, 也能获取较清晰的图像, 并潜在地降低射线辐

射[1] ,还可根据运动情况, 对数据进行重复采集,消除运动性伪

影。可提供的数据大、分辨率高、数据获取速度快。

临床应用  作者通过临床应用后体会到, CR适用于包括

平片、断层、造影等检查。

1.病灶显示

在传统 X线摄影领域中, X 线胸片对纵隔、心后区及膈下

隐蔽区病变很难显示, 易造成漏诊, 这归因于在传统 X线影像

上与正常结构的重叠或对背景组织不透明的低对比度有关。

而CR 影像对上述部位病灶的显示优于传统胶片 X 线摄影[ 2]。

国外对 350名患者的 469 例胸部 CR 影像与传统的 X线影像进

行比较,结果用传统的 X线成像技术其诊断率为 84. 2% , 而 CR

成像技术的诊断率为 93. 4%。

2.伪影的消除

在摄影过程中, CR 可有效地避免病人不自主或自主运动

所造成的伪影,如吞咽运动、胃肠道蠕动、呼吸以及病人自主移

动造成的图像模糊。

3.图像及图像后处理技术

CR产生数字化影像,可提供稳定的最佳密度, 可采用图像

后处理技术功能来获得各种图像, 并可用滤波、窗宽、窗位的调

节、放大,图像拼接获得不同诊断需要的图像, 还可以对病灶的

大小、面积、密度等进行测量, 从而得到丰富的影像诊断细节。

更重要的是通过窗宽和窗位的调节可使图像按诊断要求作适

于视觉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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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放大功能有利于显示感兴趣区内

细微差异。

4. X 线曝光时间

CR的曝射量较传统 X 线摄影曝射量小,为传统 X 线摄影

的 1/ 2~ 2/ 3,大大减少了被检者的 X线辐射量, 同时也减少了

工作人员的辐射量 ,由于曝光时间的缩短, 病人一般不需屏气

或重复曝光, CR 可克服因活动器官所造成的伪影, 减少了废片

率, 避免重照。曝光条件的减少,还可降低 X 线机的负荷,相对

地延长机器的使用寿命。

5. 存档

CR数字化图像可长期贮存, 而且调阅快捷, 准确便利, 不

易丢失, 取代了庞大存档空间和繁琐的人工管理 , 使图片管理

系统化、科学化,可按一定的方式储存在病人数据库中, 并可作

分类编排、索引、文字说明或其他形式的处理, 提高了影像的管

理效率。

6. 教学和通讯

CR可借助人工智能和网络系统, 图像可储存于光盘中, 为

医学影像存档与通讯系统( picture archiving and communication sys-

tems, PACS)的应用创造必要的条件。它可快速方便地在临床、

急诊科室随时调阅胶片图像进行现场读片, 开展多学科会诊,

克服时间和地域上的限制, 能为各类患者提供及时的诊断、治

疗和护理。便于图像传递和交流, 实现数据共享。图像任意调

用不会丢失信息, 避免了教学片由于长期存放而退色、发黄、破

损、丢失等,在教学和科研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可复制剪接、回

放, 还可通过多媒体技术应用于医学计算机辅助教学、上网及

远程医学。

总之, CR 的引进可全面提高影像科的专业水平和工作效

率, 作者认为有以下优点: ¹ 图像清晰度高; º 图像可以后处理

技术; » 曝光时间缩短; ¼存档管理方便; ½ 有利于教学和科

研。

CR在我国已进入应用阶段, 用途广泛, 实用性强, 科学合

理, 如何发挥其最大潜力,仍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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