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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

)%

各组
6>,!YTD

和
$$,&

的变异系数比较发现"

6>,!Y%

TD

的变异系数大于
$$,&

的变异系数(图
.

)%

表
0

#

6>,!YTD

和
$$,&

组间和组内比较

分组 例数
平均

6>,!YTD

"

:V

[

#

平均
$$,&

"

:V

[

#

%

"

"

"

,Z

.2%0/

01/ 0M./d/M07 PM4=d/M77 a27M\4 /M///

,Z

0.%02

1P/P 0M4\d/MP\ 7M77d/M2/ a012M0P /M///

,Z

01%P/

P/=. PM2\d/MP4 2M/1d/M7/ a.4.M\= /M///

,Z

&

P/ 00 7M=\d/MP7 2M=1d/MP. a4M0= /M///

> a 7=\\M7P .\=0M/0 a a

" a /M/// /M/// a a

注'

"

6>,!YTD

和
$$,&

组内比较

讨
#

论

6>,!YTD

由扫描参数如球管的电压!球管的电流!

旋转时间!螺距等多种因素决定"它是基于固定大小

(

.1I:

或
P0I:

)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模型测量而得

到的"只能提供标准化条件下扫描仪输出的信息#

.P

$

%

然而"

6>

检查的辐射暴露剂量不仅与扫描仪输出有

关"还与患者的几何尺寸和组织对
_

射线衰减有

关#

.0

$

%

_

射线衰减是影响
_

射线吸收的基本物理参

数"因此在确定患者吸收的辐射剂量方面比患者的几

何尺寸更有意义%

55'#0/7

和
00/

#

..%.0

$报告了可以

用前后径(

5'

)!左右径(

E5>

)!有效直径(

&,

)和
,Z

来计算
$$,&

%然而
55'#00/

报告也证实了胸部的

有效直径比水当量大
7MPf

%

0.M2f

"因为有效直径

只考虑几何形状"没有考虑到组织对射线衰减因素的

影响"这将导致高估患者的体型"而低估
$$,&

%例

如"胸部和腹部的区域可能具有相同的外部物理尺寸"

然而"由于肺部的密度较低"且与腹部组织的组成不

同"胸部对
_

射线光子的衰减要比腹部少"对于相同

的扫描仪输出(

6>,!YTD

)"胸部区域将经历更高的辐

射影响"因此"比具有相同几何尺寸的腹部区域有更高

的吸收剂量#

.0

$

%水当量直径同时考虑了患者的几何

尺寸和组织对
_

射线的衰减"用水当量直径计算
$$%

,&

"不仅考虑了扫描仪输出对辐射剂量的影响"还考

虑到患者的体型以及组织对
_

射线的衰减等因素"可

以更真实地估计受检者在进行
6>

检查时的辐

射暴露剂量%

-LN

C

等#

.7

$利用蒙特卡罗分析方

法也证明了用
,Z

估计物体的剂量确实可以得

到准确的吸收剂量值'李刚等#

.2

$研究结果也显

示"基于
,Z

计算
$$,&

"能更加准确的反应胸

部
6>

检查使受检者受接受的辐射剂量%本研

究中使用的
>BL:

U

DL

[

RT9B

软件是根据扫描图

像的
,Z

来计算
$$,&

"与常规
6>,!YTD

相比"

$$,&

不太可能低估较小体型受检者的辐射剂

量%同时"笔者还发现各组间
6>,!YTD

的变异

系数高于
$$,&

"说明
$$,&

在评估患者
6>

辐

射剂量个体之间的变异较小"在评估辐射剂量

时"较
6>,!YTD

更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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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成人胸部
6>

检查的辐射剂量
6>,!YTD

和
$$,&

随患者体型的增大而增大%这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在本研究中"所有受试者在胸部
6>

检查时都

使用了自动曝光控制技术(

6LFBW"

和
6LFBRT9B

7,

)%图像质量和辐射剂量都取决于患者的体型以及

扫描参数#

.1

$

"为了达到满足诊断条件的图像质量"体

型大的患者需要更高的辐射剂量'这与之前的研究是

相符的#

.4%0/

$

%

!̂L8BDDL

等#

.\

$的研究结果显示
$$,&

随

着患者体型的增大呈指数增加'王军娜等#

0/

$的研究结

果也显示
6>,!YTD

和
$$,&

随着患者
Q#!

的增大而

增大%

6LFB,T9B7,

是一种自动管电流调节技术"可

以根据患者的不同体型!不同解剖部位和不同的射线

入射角度自动调节管电流"在尽可能低的剂量水平前

提下"为诊断医生提供噪声一致!且能够满足诊断要求

的图像%

6LFBW"

根据受检者
(

轴方向不同的衰减

值"并结合预先设定的图像质量要求"计算出不同管电

压所对应的电流值和分布曲线"结合不同的检查类型"

选择球管允许的最低电压进行
6>

检查"以达到降低

辐射剂量的目的%

本研究纳入了
\111

例胸部
6>

检查"

,Z

因患者

而异%

,Z

在
0.

%

02I:

之间的受检者有
1P/P

(

12M0f

)名"

,Z

在
01

%

P/I:

之间的受检者有
P/=.

(

P.M\f

)名'体型较小的受检者所占比例较少"约有

01/

(

0M4f

)人
,Z

在
.2

%

0/I:

之间'本研究未纳入

体型特别大的受检者%笔者统计并分析了所有亚组胸

部检查的平均辐射剂量"发现所有亚组
6>,!YTD

值均

低于
$$,&

"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

0.%0P

$

%

"LDBF*

等#

0P

$

认为"

6>,!YTD

倾向于低估体型较小受检者所接受的

辐射剂量%在
3DT9+BFWB:

U

BF

等#

.4

$研究中"他们发现

当患者胸腹
6>

扫描水当量直径在
P4

%

7PI:

范围

时"

6>,!YTD

大于
$$,&

'对于体型较大的患者"

6>,!%

YTD

倾向于高估辐射剂量%但是在本研究中"没有纳入

肥胖的受检者"这也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但亚洲人

的体形一般偏瘦"肥胖的人群所占比例较小"纳入研究

的受检者的体型特点与亚洲人体型的人群分布特点是

一致的%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第一"本研究中纳入的检查部

位单一"仅纳入了胸部
6>

检查"其结果是否适用于其

它部位尚需进一步研究%第二"本研究中的数据只来

源于一种
6>

机型"未来需要纳入不同机型的数据"分

析不同的
6>

扫描仪
6>,!YTD

和
$$,&

的差异%

综上所述"成人胸部
6>

检查时"所受的辐射剂量

随着受检者水当量直径的增大而增大%在评估标准体

型和体型瘦小者胸部
6>

检查的辐射剂量时"

6>,!Y%

TD

倾向于低估受检者实际接受的辐射剂量'

$$,&

同

时考虑了扫描仪输出!患者体型和组织对
_

射线衰减

等因素对辐射剂量的影响"能够更准确地评估受检者

在进行胸部
6>

检查时实际所接受的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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