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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介绍·

ＣＲ在临床应用中的初步体会

陈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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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Ｘ线摄影（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ＣＲ）系统是随着计

算机、半导体和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进步发展起来的，是传统

的Ｘ线成像技术向数字化成像技术方向发展迈出的重要的一

步。我科引进的是柯达ＤｉｒｅｃｔｖｉｅｗＣＲ９５０系统，经过实际操

作对ＣＲ的使用情况有一定的体会，现介绍如下。

１．照像时ＩＰ板的使用

一般医院基本上都使用高千伏拍摄胸片，ＣＲ摄像条件与

高千伏正好相反，ＣＲ首先得保证足够的毫安量，所以ＣＲ摄影

时，可摘掉立位胸片架中的滤线栅，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如摄一个部位用两张ＩＰ板时，ＩＰ板的放置位置要一致，以

利于排版。

如果一个患者同时多部位拍片，这时一定要搭配好，除了

注意ＩＰ板的横竖位置，ＩＰ板的使用数量也不可忽视，尽量用双

数，如果用单数，排版打印时会浪费胶片。

２．ＣＲ系统影像数据的压缩

ＣＲ数字图像的压缩可分为无损压缩和有损压缩。无损压

缩的算法删除了多余的信息，因此，在解压缩时可精确恢复原

图像；有损压缩不仅删除了多余的信息，也删除了不相干的信

息，在解压缩时只能对原图像进行近似的重构，而不是精确的

复原，这就需要工作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选择。一般来

说，结构密度均匀的部位其压缩率就高，如四肢、乳房等，结构

差异较大的部位其压缩率就低，如胸部、胃肠道等。应根据压

缩部位选择压缩类型。

３．ＣＲ主机及ＩＰ板的保养

ＩＰ板是重要的成像材料。用时要轻拿轻放，避免碰撞划

伤。还应定期去除表面的污垢以提高信噪比，消除伪影，进而

提高清晰度。另外，摄影体位要准确避免重照，尽可能在一幅

板面上完成摄影工作。

对ＣＲ主机，日常的维护和保养一定要到位，做好清洁工

作，尤其是扫描通道的清洁。

４．ＣＲ伪影的分析及处理

ＣＲ伪影的产生及存在，直接影响诊断的准确率，因此，正

确识别伪影的特征，对伪影产生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控制，减

少伪影是提高ＣＲ影像质量的关键。

ＣＲ伪影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及伪影来源可分为直接伪影及

输出伪影两类。直接伪影主要来自ＩＰ、阅读器等硬件的损伤，

以及摄影设备，该伪影表现在诊断屏幕上及最终输出ＣＲ照片

上，对诊断造成不良影响，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阅读器保养不

及时，灰尘颗粒吸入阅读器内，在阅读ＩＰ板过程中污染划伤ＩＰ

表面形成伪影。处理对策：净化机器环境，减少灰尘、定期对ＩＰ

板擦拭，对划痕严重的ＩＰ板进行更换。输出伪影是指在影像屏

幕上不能见到，但此伪影在打印输出的照片上表现出来，直接

影响照片诊断，其产生的原因是在影像输出设备环节，如激光

相机故障不能将正常输入的影像信息完全复制在胶片上，形成

残全影像，其处理对策：清除相机软、硬件故障，对激光相机进

行不定期软件整理，硬件维护。

５．摄影条件

摄影时，照射野应使用恰当，最好投影在所使用的ＩＰ尺寸

内，这样可增加影像的清晰度，随着ＩＰ使用时间及曝光次数的

增加，为使ＩＰ的荧光物质充分接受Ｘ线能，再次激光扫描时释

放出更多的能量，必须适当地增加曝光量，特别是ＩＰ使用后期，

必须用增加曝光量的方式来补偿Ｘ线能的释放。

总之，ＣＲ能提供高品质的影像，提高诊断检出率，其最终

目的是解决ＰＡＣＳ系统中Ｘ线摄影图像的信息、数字化，使放

射科的ＰＡＣＳ得以实现，进入数字化、网络化的新时代。由于

ＣＲ是一种新的技术，需要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地学习，充分

发挥ＣＲ的功能，提高工作效率和照片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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