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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组织均衡技术在肋骨骨折中的应用研究

刘广琥，桂小红，刘洪，李逢春

【摘要】　目的：探讨数字摄影（ＤＲ）组织均衡技术在肋骨骨折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肋骨骨折７２例患者的肋骨ＤＲ

影像，应用组织均衡技术进行技术处理并与原标准影像作比较分析。结果：应用组织均衡技术进行技术处理所得肋骨骨

折患者影像可满足临床诊断需要，其临床诊断符合率明显提高。结论：应用ＤＲ组织均衡技术处理调整肋骨影像的对比

度和锐利度，可以得到满意且符合诊断要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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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摄影（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Ｒ）正在逐步进入

各级医院，使得Ｘ线摄影技术的数字化成为现实
［１］，

ＤＲ技术及组织均衡处理技术可广泛应用于人体各部

位的Ｘ 线检查
［２］。肋骨骨折在胸部创伤发生中占

９５％，可单发或多发，并伴有不同程度的错位，无错位

肋骨骨折及季肋部与下部肋骨骨折较难发现。作者通

过应用ＤＲ组织均衡技术对疑似肋骨骨折的７２例患

者的肋骨影像进行技术处理，提高了临床诊断符合率。

材料和方法

搜集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以来临床疑似

肋骨骨折病例７２例，男４５例，女２７例，年龄１４～５８

岁，平均３６岁。采用法国ＳＴＡＴＩＦＤＲ成像系统，曝

光条件１２０ｋＶ，２０ｍＡｓ，距离１５０ｃｍ，屏气状态下摄

正、斜位胸片，ＫＯＤＡ８９００干式相机洗片。

组织均衡处理是在肋骨标准ＤＲ图像中，计算机

运用组织均衡应用软件，先设定一个阈值，将采集的标

准图像原始数据分解成两部分，肋骨和脊柱部分的原

始数据保持不变，把剩下的肺组织部分的原始数据经

计算机特殊处理后得到新的数据，再将两部分数据重

新组合在一起，由计算机进行图像重建，得到一幅组织

均衡图像。组织均衡图像受参数面积和强度的影响，

必须设置好适当的参数，达到最佳影像显示效果。

由１名主任医师，２名副主任技师，临床外科１名

主任医师共同阅片，将７２例患者影像全部经组织均衡

技术处理后打印出的胶片为一组，电脑中标准条件下

拍摄的７２例患者原标准影像为一组，两组做对比分

析。根据２００６年徐州放射技术学会制订的胸部摄片

评价标准，以符合临床诊断为首要标准，兼顾影像的对

比度和锐利度，合格以上为合格率，比较满意以上为优

片率，并做图像质量比较分析。统计学处理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

结　果

标准影像组图像（图１ａ）和组织均衡组图像（图

１ｂ）做比较分析显示组织均衡组的合格率比标准影像

组有所增加，确诊率和优片率比标准影像组明显提高，

从而大大提高临床诊断符合率。两组各项经统计软件

分析（犘＜０．０５）差异有显著性意义（表１）。两组图像

质量比较发现由于图像噪声略有增加，组织均衡组比

标准影像组甲级率略低（表２）。

表１　图像临床诊断符合率比较

组别 组织均衡组 标准影像组

基本合格 ２ ６
合格 １４ ２９
比较满意 ３６ ２５
满意 ２０ １２
合格率（％） ９７．２ ９１．７
优片率（％） ７７．８ ５１．４
骨折 ７１ ６７
确诊率（％） ９８．６ 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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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ａ）ＤＲ标准摄片

条件下拍摄的胸部肋

骨影像示左第６肋骨

骨折（箭），细节较模糊

（标准影像组）；ｂ）经

组织均衡技术处理后

打印出的肋骨 ＤＲ 胶

片示左第６肋骨骨折

处清晰可见（箭，组织

均衡组）。

表２　两组图像质量比较

组别 废片 丙级片 乙级片 甲级片 甲级率（％）

组织均衡组 ０ ２ ６ ６４ ８８．９
标准影像组 ０ １ ５ ６６ ９１．７

讨　论

ＤＲ系统中Ｘ线剂量允许改变的范围较大，只需

在常规设置的范围内一次曝光，通过计算机后处理来

显示不同解剖部位的影像，这对胸部肋骨骨折显示是

非常有利的，大大减少了曝光剂量和复检的可能性［３］。

应用ＤＲ组织均衡处理技术可观察肋骨骨骼的皮质和

骨小梁是否完整，连续和有无缺损，利于发现骨折。可

以增强肋骨的骨骼轮廓及细微的骨结构，提高肋骨边

缘的锐利度，从而达到对肋骨的不完全骨折及隐匿性

骨折鉴别的目的，从而得到满意的适合诊断要求的照

片（图１）。本文通过以上两组ＤＲ影像比较，发现尽

管标准影像组甲级片率９１．７％，高于组织均衡组的

８８．９％，但临床诊断符合率的９１．７％却明显低于组织

均衡组的９７．２％。其中优片率更相差２６．４％，确诊率

也较组织均衡组低５．５％。研究同时证实经组织均衡

处理的影像更能提高临床的诊断率。

ＤＲ组织均衡是在胸部标准图像中，运用组织均

衡应用软件，利用探测器很宽的动态范围及其特性，将

图像分别处理后重新组合［４］，使整个视野内不同密度

的组织都能得到良好显示而无需调节窗宽窗位［５］，从

而提高每一帧图像的信息量，提高其显示力。均衡是

根据组织高低密度的区域 （ａｒｅａ）和均衡的强度

（ｓｔｒｅｎｇ）范围来调整图像，数字化组织均衡能使Ｘ线

检测仪更好地显示那些在传统胶片中显影曝光不足或

曝光过度的区域，同时使用了自动对比增强及窗口层

次效应，使重建的影像更加符合诊断的信息要求。由

于均衡作用，使ＤＲ在摄影中Ｘ线剂量和能量的改变

（曝光宽容度）允许范围较以前能在很大的一个范围内

都可以采集到影像的信息，从而反映整个系统捕获信

息和显示物体真实反差的能力，ＤＲ如果要清晰显示

解剖结构，则必须通过窗宽、窗位的调制并兼顾方方面

面。而应用组织均衡技术可以尽可能地将解剖结构反

差大的区域作均衡处理，无须调制窗宽、窗位就可以在

同一幅图像上同时清晰显示整个胸廓的结构，可提高

对肋骨病变的检出率，避免了相关的漏诊，避免了来回

交换Ｘ线曝光条件对同一部位进行不同Ｘ线曝光条

件下的拍摄，节约了时间，减少Ｘ线辐射，降低检查成

本。

组织均衡技术参数应用恰当可充分显示标准ＤＲ

片所不能显示的一些解剖结构，如肋骨骨折细节的显

示，这就要求把握好面积强度参数的选择，设置好适当

的参数，以达最佳影像显示效果［６］。组织均衡技术也

有其局限的一面，与标准ＤＲ图像相比，均衡ＤＲ图像

的不足之处是图像噪声稍有增加，主要表现在对软组

织的显示，对影像的锐利度稍有影响［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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