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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扩张 的肾盏
、

肾孟影的患者
,

M R U 便是一种不 可缺少的临床

检查手段
,

本组病例中 10 例 属于此种情况
。

1 例下腔静脉后输尿管 M R U 清晰
、

准确显示影像学特征
,

据文献报道川
,

M R U 横断面成像可显示输尿管从腔静脉与腹

主动脉之间穿过
,

M R U 是确诊此病的一种无创
、

准确的优 良检

查手段
。

但 M R U 不能获得功能信息
,

分辨率不及 IV U
,

无明

显梗阻者输尿管显示欠佳
,

结石不能良好直接显示
,

对梗阻端

的影像显示质量不如薄层采集
。

MR U 对腔内外梗阻之间的区

别也有一定 困难
。

总 之
,

M R U 作为一种无创快速
、

清晰
、

多角度
、

立体显示尿

路梗阻水平的优秀成像技术已逐渐被泌尿科临床医生所接受
,

根据 M R U 显示梗阻端的形 态学特征
,

再结合其它影像学检

查
,

如局部 C T 扫描等
,

往往能作出病因学诊断
,

为临床制定手

术人路和术式提供可靠的影像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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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现象 开机启动后 透视无 X 线影像
。

故陈分析 G E 800 M A X 光机透视控制电路分两部分
:
一

部分为微机控制
。

包括 CPU 的输人输出通道及脚阐等外 围电

路
。

另一部分是主机电路
。

判定哪一部分有故障
,

只需将机器

置 于手动控制
。

此时
:

微机 系统不起作用
,

K V
、

M A 均手动调

节
;
由脚阐控制 的继电器决定高压初级线圈的通断即 X 线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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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无 X 线则为主机故障
、

出线则为微机系统故障
。

故障检修 1
.

手动检测
:

断开 自动 K V 电路的输人
,

将机

器改为手动控制
。

把 K V 、

M A 调至最小
,

踩脚阐曝光
。

观察监

示器有影像
。

说明主机电路正常
。

2
.

检测 C P U 输人通道
:

参照 电路图 (图 1)
。

其简易示 意踩

脚 阐送 出透视信号
,

经 G 15 译码
,

G 15 » 输出高电平
,

使光 电藕

合管 Q 54 的¹ º 导通
,

Q54 的¼½ 集射藕合使 Q ll6 导通
,

信号

送到 SA n 极 IN PU T 7 。

此为 C PU 输人信号
。

实测为低电平
,

有效
。

说明输人通道正常
。

3
.

检测输出通道 ( 图 2 )
。

CPU 发出命令经 G ZI 译码
、

G g

驱动使光电藕合管 Q50 ¹ º 导通
,

G 50 ¼ ½ 藕合
,

再经 G 71 驱

动
,

信号送到 2A I 极 7B
。

此为 C PU 输出信号
。

实测 7B 为高

电平
,

有效
。

说明输出通道正常
。

4
.

检测外围电路
:
2A I 极送 出信号经 G 19 6 导通

,

G 14 4 驱

动使三级管 Q 160 导通
,

继电器 K 1 61 随即工作
。

X 7 、

X 6 、

50 6

依次工作
,

X 线产生
。

测量 K 16 1 的常开 接点并未闭合
,

再测

K 16 1 线圈电压为 IX 二12V
,

工作电压正常
.

故障可能在 K 16 1 。

将 K 161 焊下测其阻值为co
。

说明 K 161 已坏
。

因无相同配件
,

选择体积相近阻值相当的 1) C12V 继电器更换
。

试机
,

机器恢

复正常
。

经验体会 思路清晰
,

线索分明
,

顺藤摸瓜
,

逐一排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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