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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技术学·
影响计算机Ｘ线摄影图像质量因素的临床分析

陈文辉，胡军武，肖明，黄文华，夏黎明

【摘要】　目的：探讨影响计算机Ｘ线摄影（ＣＲ）图像质量的因素及优化图像质量的方法。方法：分析２０００例不同部

位计算机Ｘ线摄影成像的技术参数、伪影、ＩＰ板使用方式及后处理方法，并与计算机Ｘ线摄影的图像质量标准作对照研

究，分析影响图像质量的各相关因素。结果：２０００例中甲级片１７２０张，乙级片１８２张，丙级片９８张。乙级与丙级片共２８０

张，其中因摄影技术不当所致１４１张，伪影引起６５张，后处理不当７４张。结论：计算机Ｘ线摄影图像质量受多种因素影

响，合理设置参数及采取各种针对措施能有效提高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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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Ｘ线摄影（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Ｒ）兼

容性强，动态范围大，与传统Ｘ线摄影相比较，不仅影

像密度、对比度、分辨率相对稳定，而且具有强大的后

处理功能。尽管ＣＲ有诸多优点，但图像质量仍然受

很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影响ＣＲ图像质量的各

种因素，优化成像条件，对于提高ＣＲ图像的质量是非

常必要的［１，２］。笔者回顾性分析本院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０例全身不同部位ＣＲ片的摄影技术参数、伪影

及后处理技术，旨在探讨影响ＣＲ图像质量的各种因

素及优化条件的方法。

材料与方法

设备：ＫｏｄａｋＤｉｒｅｃｔｖｉｅｗ ＣＲ９５０ 机，ＫｏｄａｋＤｉ

ｒｅｃｔｖｉｅｗ８９００激光打印机，Ｋｏｄａｋ１４ｉｎ×１７ｉｎ，１０ｉｎ×

１２ｉｎ影像板，Ｋｏｄａｋ１４ｉｎ×１７ｉｎ，１１ｉｎ×１４ｉｎ及

８ｉｎ×１０ｉｎＤＶＢ医用红外激光胶片。

搜集我院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０００例全

身不同部位ＣＲ片，其中男１０９２例，女９０８例，年龄

３～８４岁，平均３７岁。成像部位包括头颈部２１０张、

胸部５８２张、四肢７０４张、脊柱３５６张、骨盆１４８张。

对摄影技术参数、影像板的使用以及后处理方法

进行分析研究，并根据《全国放射科ＱＡ、ＱＣ学术研讨

会纪要》［３］、三级甲等医院评片标准由本科质控小组对

其进行等级划分，将胶片分为甲、乙、丙、废片四个等

级。甲级片标准：投照组织各结构显示清晰、组织边缘

清晰锐利，密度、对比度好，能满足临床诊断要求。乙

级片标准：投照组织各结构显示较清楚、密度对比度

好，不影响临床诊断。丙级片标准：投照组织各结构显

示勉强可分辨，密度、对比度不良，噪音明显，但可勉强

作出初步诊断。

结　果

经上述等级划分后，２０００张ＣＲ片中甲级片１７２０

张，乙级片１８２张，丙级片９８张，无废片。乙级与丙级

片共２８０张，其中因摄影技术不当所致１４１张（图１～

４），伪影引起６５张（图５），后处理不当７４张（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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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１　千伏过高导致图像背景发灰缺乏层次。　图２　ａ）毫安秒太低，导致图像本底

噪声太大；ｂ）同样大小毫安秒同一患者去除胸片架滤线栅胸部图像质量有所提高。

图３　中心线位置偏移，导致图像背景灰白度差异。

　　本组受摄影技术质量影响

１４１张，其中①因千伏过高导致图

像背景发灰３６张（图１）；②毫安

秒太低导致图像本底噪声太４３张

（图２ａ）。同样大小毫安秒去除胸

片架滤线栅，胸部图像质量有所提

高（图２ｂ）；③中心线位置偏移导

致图像背景灰白度差异 ３８ 张

（图３）；④照射野使用不当导致图

像中出现带状黑影１３张；⑤ＩＰ板

放置不当１１张（图４）。

讨　论

本组研究显示，影响ＣＲ图像

质量的因素主要包括摄影技术参

数、伪影及后处理技术等三大方

面。

１．摄片技术因素分析与对应

措施

本组受摄影技术质量影响

１４１张，依其不同的影响因素分别

采取如下处理措施。①在人体组

织自然对比明显的部位、手、足等

曝光量可减少１／２；②一般医院基

本都使用高千伏拍摄胸片，ＣＲ摄

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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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中心线位置及照射野应使用恰当，最好投影在

所使用的ＩＰ板尺寸内，这样可提高影像的清晰度；④

ＩＰ板应放置在投照部位以及照射野的范围内。

２．ＣＲ伪影分析及处理

本组受ＣＲ伪影的影响共６５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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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直接伪影：ＩＰ板污染及划伤２７张，阅读器损伤

６张，滤线栅伪影１５张；②输出伪影：激光照相机故障

１７张。

直接伪影主要来自ＩＰ板、影像阅读器以及摄影设

备等硬件，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阅读处理器保养不及

时，灰尘颗粒吸入到阅读处理器内，在阅读ＩＰ板过程

中污染或划伤ＩＰ表面而形成的。

输出伪影产生原因是在影像输出设备环节，如激

光相机的故障不能将正常输入的影像信息完全复制在

胶片上，形成残缺影像。

处理方法：对ＣＲ主机、滤线栅的日常维护和保养

要到位，多清洁，尤其是扫描通道的清洁尤为重要。定

期对ＩＰ板擦拭，对划痕严重的ＩＰ板进行更换。清除

相机软、硬件故障，对激光相机进行不定期软件整理，

硬化维护，可大大提高图像质量［４，５］。

３．后处理不当与对策

本组受ＣＲ系统后处理不当导致图像质量降低共

７４张。其中①边缘增强效应过大，导致肺纹理显示过

多２１张；②边缘增强负效应，图像本底噪声１９张；③

平滑技术应用不当，组织交界面不清，骨皮质发灰１３

张；④密度校正不当，导致照片与荧屏图像不匹配１０

张；⑤排版不当１１张。

处理方法：①通过对增强或减少选择空间频率响

应，使兴趣结构的边缘部分得到增强或减弱而突出结

构的轮廓；②应用空间频率处理系统对空间频率响应

的调节控制影像的锐度；③应用灰阶谐调处理，以对比

度曲线为基础，经鉴定改变非线性曲线和改变影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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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照射野使用不当导致图像中出现带状黑影。　图５　阅读器保养不当，图像出现带状影。　图６　ａ）后处理密度校正不

当缺乏层次；ｂ）同一图像经再次校正处理后，图像质量有所改善。

比度，通过影像对比度控制影像的显示特征；④一个部

位需用两张ＩＰ板时，解剖部位的同一位置层尽量放置

在ＩＰ板的相同位置，这样有利于工作站的后处理及排

版。

另外，同一个患者多部位拍片，这时一定要搭配

好，除了注意ＩＰ板的横竖位置外，ＩＰ板的使用数量也

不可忽视，尽量用双数。

总之，随着放射科数字化、信息化建设，工作流程

的改变，促使我们从多方位、多环节、全面地对图像进

行控制管理，充分发挥新设备优势，提供高质量的影像

资料，提高检出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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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ｉｎ＝２．４５ｃ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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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地址：４５３１００　河南省卫辉市健康路８８号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电话：０３７３－４４０２９３５　传真：０３７３－４４０２７９４　Ｅ－ｍａｉｌ：ｙｘｘｘｓｓ１９８７＠１２６．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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