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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式激光相机图像校准的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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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干式激光相机图像校准的要点及其意义。方法：应用ＤＰＸ７ＰＣＴＯＯＬ图像校准软件对ＦＵＪＩ

ＤＲＹＰｉｘ７０００干式激光相机进行调试，反复调节ＳａｒＭａｋｅｒ曲线，测试最佳图像质量时的最大密度值（Ｄｍａｘ）和最小密度值

（Ｄｍｉｎ）。结果：经过反复调试，使图像质量满意的胶片的Ｄｍａｘ是２９０，Ｄｍｉｎ是２２，对ＳａｒＭａｋｅｒ曲线进行了细微调节，最后设

置５点的值。结论：干式激光相机经过严格的图像校准调试及日常的维护、保养能获得稳定的高质量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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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式激光相机的临床应用，是医学影像学领域硬

拷贝技术的重要进展之一。干式激光相机不同于湿式

激光相机，它取代了传统的以卤化银为感光材料在成

像过程中的显影定影漂洗干燥程序，从 ＣＴ、ＭＲ、

ＣＲ、ＤＲ等医学数字成像装置获得数据，经激光扫描采

用微型隔离技术的胶片，然后通过热力头加热显像，图

像经校准后质量稳定［１］。现将我院两台ＦＵＪＩＤＲＹＰ

ｉｘ７０００干式激光相机的图像校准调试要点结合文献

作一介绍。

材料与方法

ＰｈｉｌｉｐｓＭｘ８０００多层螺旋ＣＴ机；ＦＵＪＩＤＲＹＰ

ｉｘ７０００干式激光相机；ＤＥＬＬ个人电脑。安装ＤＰＸ７

ＰＣＴＯＯＬ调试软件（版本号：Ａ０４）；ＦＵＪＩＤＩＨＬ干

式摄影胶片。

方法：对ＰｈｉｌｉｐｓＭｘ８０００ＣＴ机和ＦＵＪＩＤＲＹＰ

ｉｘ７０００干式激光相机进行 ＤＩＣＯＭ 接口联网设置。

ＣＴ机中相机属性文件选择ｄｒｙｓｔａｒ．ｃｐｂ。

对ＤＥＬＬ个人电脑和干式相机进行ＴＣＰ／ＩＰ联网

设置。ＤＥＬＬ 电脑中安装 ＦＵＪＩ公司的 ＤＰＸ７ＰＣ

ＴＯＯＬ调试软件，利用软件测试对相机的数据写入读

取成功。

用ＡｕｔｏＦ．Ｄ．Ｃ对相机进行自动图像校准。

在ＣＴ机上选择头、胸、腹部平扫和增强的图像若

干，窗宽和窗位选择如表１。通过干式相机打印一张

照片，打印后保留在ＣＴ机上以备继续打印。

表１　不同图像窗宽、窗位（ＨＵ）

影像检查 窗宽 窗位

颅脑平扫 ９０ ３５
颅脑增强 ９０ ４０
胸部平扫（肺窗） １２００ －６５０
胸部平扫（纵隔窗） ２５０ ４０
胸部增强（纵隔窗） ２５０ ４５
腹部平扫 ２６０ ４０
腹部增强 ２７０ ５０

在ＤＥＬＬ电脑中的调试软件上进行针对ＣＴ机的

相机属性设置，默认ＬＵＴ＝１，ｒ．ｔａｂｌｅＮｏ．为２５。根

据打印照片的图像质量调整曲线，设置最大密度值

（Ｄｍａｘ）、最小密度值（Ｄｍｉｎ）。选择五点密度值对曲线进

行细微调节。

对ＤＥＬＬ电脑软件中的ＳａｒＭａｋｅｒ曲线进行反复

调节，打印同一窗宽和窗位的ＣＴ照片。根据欧共体

工作文件（ＥＵＲ１６２６２ＥＮ．１９９７．４）《计算机体层摄影

（ＣＴ）的质量标准》中的ＣＴ质量标准列表的诊断要求

部分［２］，邀请３位经验丰富的主任医师目测判断图像

质量，直至满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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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经过反复调试，使图像质量满意的胶片的Ｄｍａｘ是

２９０，Ｄｍｉｎ是２２。

为了使图像更满足于诊断要求，对ＳａｒＭａｋｅｒ曲

线进行了细微调节，最后设置五点的值是：点１（密度

值３５，移动量３，对比度９５），点２（密度值８０，移动量

４，对比度１００），点３（密度值１１０，移动量３，对比度

９５），点４（密度值１４０，移动量２，对比度９０），点５（密度

值１９０，移动量５，对比度１００）。

讨　论

本院于２００３年购进两台ＦＵＪＩＤＲＹＰｉｘ７０００干式

激光相机，应用ＤＰＸ７ＰＣＴＯＯＬ图像校准软件调试，

图像质量良好，完全符合诊断要求，图像质量稳定不易

受外界因素干扰。干式胶片的处理过程都是在干燥和

自动化的环境中进行，完全解决了人为操作干扰和湿

式相机中化学药液的影响而带来的影像质量的不稳定

性。干式摄影胶片的对比度和最大密度值明显好于湿

式激光胶片，本研究最后确定的最大密度值和最小密

度值分别是２９０和２２，其本底灰雾略高于湿式片，但

也在允许范围之内，这主要是受加热鼓的特定高温条

件使片基材料特殊化及药膜涂布特点的影响。

本研究的ＤＰＸ７ＰＣＴＯＯＬ软件是ＤＲＹＰｉｘ７０００

相机的服务工具，它具有网络连接、运行参数、图像属

性等各方面的设置功能。而ＳａｒＭａｋｅｒ曲线极具代表

性地说明了图像调试的方法和意义。密度和对比度是

构成图像的基本要素，通过曲线形状不难看出，类似胶

片特性曲线，如要改变图像的对比度，只需改变此曲线

的斜率，曲线逆时针旋转（即图像的最大密度升高，最

小密度降低），则斜率增加，图像对比度增大而层次减

少。曲线顺时针旋转（即图像的最大密度降低，最小密

度升高），则斜率降低，图像对比度减小而层次丰富。

如果要改变照片影像的整体密度值，需要同时改变

Ｄｍａｘ和Ｄｍｉｎ。同时增大Ｄｍａｘ和Ｄｍｉｎ的值，则曲线向左移

动，照片总体密度值增大，图像显示变黑；同时减小

Ｄｍａｘ和Ｄｍｉｎ的值，则曲线向右移动，照片总体密度

值减小，图像显示变白。当然也可以单一改变Ｄｍａｘ和

Ｄｍｉｎ值来改变图像效果，例如为了降低照片影像的本

底灰雾对照片质量的影响，可以适当减小Ｄｍｉｎ值。另

外，ＳａｒＭａｋｅｒ曲线有５个协调点，每一个点都包含３

个因素，分别是密度值、移动量和对比度。确定了密度

值，也就确定了曲线上点的位置，移动量是曲线上升或

下降的幅度，相对应的改变曲线局部的对比度，改变这

三因素，也就改变了照片上与此密度值相接近的图像

的对比度、层次，提高了图像质量。

干式激光相机图像校准后，要获得稳定的高质量

图像，质量控制应包括以下５项内容。

要有良好的工作环境。环境温度以１８℃～２４℃，

湿度以３０％～７０％为宜
［３］，这主要是考虑到胶片的保

存，因为干式胶片对热的敏感程度远胜于常规Ｘ线胶

片，温度过高极易增加胶片的灰雾度，湿度过高会引起

胶片的粘连，也不利于照片的保存。

初安装一台新的干式相机时，要设置好符合诊断

要求的参数，如打印格式、图像曲线及图像处理法。这

包括输入装置中的相机属性的设置，查色表（ＬＵＴ）的

选择，图像处理曲线的调整（如本研究中ＳａｒＭａｋｅｒ曲

线的调整）。

要定期保养。定期加入润滑油及保护机器清洁，

特别是定期清洁相机热鼓上的片基药膜粘附物和灰

尘，但不要用一般抹布去擦热鼓，应使用专业手段来维

修保养。另外，下班后最好关闭相机，否则热鼓长期处

于高温状态会缩短其使用寿命。

要定期校准灰阶还原能力。干式激光相机如同湿

式相机一样，内置２４级灰阶测试功能，要定期利用自

动或手动功能进行检测和校准。将相机设置成离线状

态，打印灰阶图形测试卡的照片，如为手动方式，需要

用密度计测量各灰阶数值，然后参照标准值输入相机

中。同时，必须要求所用干式胶片的接受激光波长与

所用相机的激光发射波长相匹配。

要在标准窗口技术下，使干式相机与输入装置监

视器的影像完全吻合，也就是保证激光打印与监视器

显示图像的一致性。这可以利用成像主机和干式相机

的内置的ＳＭＰＴＥ测试卡图形，由干式相机打印测试

卡的激光照片图像，用光学密度仪和微密度计测量其

背景密度、本底灰雾、灰阶再现性、几何结构、对比度分

辨力和空间分辨力等指标［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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