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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算法对上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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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质量及辐

射剂量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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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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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主观评价

两位观察者对各组图像主观评分的一致性较好

*

R*

@@

*̀ K<N%1

,

K<M.N

+"不同级别的
:*63

*

1

,

P

级+

算法的重建图像)

;V

*

1

,

L

级+算法的重建图像与

&7!

重建图像主观评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K<K)

+!在不同
A"?

)不同重建算法下"对于
:*63

算

法和
;V

算法"随着等级的增加"主观评分均表现为先

升高后下降的趋势"其中
:*63

算法中
:*63B-

*

NKA"?

+

组主观评分最高"

:*63B1

组主观评分最低#

;V

算法中

;VB%

*

)KA"?

+组主观评分最高"

;VBL

主观评分最低#

且
;VB%

*

)KA"?

+组的主观评分高于
:*63B-

*

NKA"?

+

*表
%

+!

.<

辐射剂量

管电压为
1%KRY

时"随着管电流的增加"

H$;'4B

,3

和
;V!

均逐渐增大"

:*63B-

*

NKA"?

+与
;VB%

*

)KA"?

+的
(;

较
&7!

*

1)KA"?

+分别降低了
).<.e

和
--<-e

!

讨
!

论

H$

重建算法对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是近

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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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不同辐射剂量比较

管电流
"

A"?

#

H$;'4,3

"

AF

G

#

;V!

"

AF

G

-

=A

#

(;

"

A#4

#

)K L<1N %KK<.M .<K1

NK )<ML %MK<N- L<%1

1)K 1%<)1 -K1<%) P<K%

注'

H$;'4,3

'容积
H$

剂量指数&

;V!

'剂量长度乘积

年来业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
:*63

)

;V

算法的临床应

用"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同时可进一步降低辐射剂量!

但是不同型号
H$

设备的成像参数不同"如何制定具

体设备的人体扫描方案是
H$

质量控制的重要内容!

本文应用
9H$BN-K

*上海联影+螺旋
H$

对仿真模体

*

H;!B%

+上腹部进行扫描"评估
&7!

)

:*63

)

;V

三种不

同图像算法对
H$

图像质量及辐射剂量的影响!应用

仿真模体"可以在不涉及伦理问题的前提下"对其进行

重复扫描!而且"

H;!B%

仿真模体具有与人体相近的

组织器官"具有高度形态相似性和内部结构仿真性"与

人体组织器官密度等效"具有相同的
f

线吸收衰减效

应及
H$

值"有利于为临床人体
H$

扫描提供参数优

化方案"实现
H$

质量控制的标准化$

N

%

!目前关于低

剂量
H$

成像的研究大多通过降低管电压或管电流)

增加螺距和应用迭代重建算法等方法$

MB1K

%

!其中"迭

代重建算法的应用与发展为降低辐射剂量开辟了新的

路径"应用迭代重建算法对低剂量图像进行优化而获

得优质图像!本文基于仿真模体"以传统
&7!

算法

*

1)KA"?

+为对照组"旨在探讨在满足影像诊断需求

前提下"低辐射剂量扫描时各算法的最佳权重!

常规
&7!

算法需要投影数据的完备和精确的定

量"在低剂量条件下
&7!

图像存在颗粒感大)图像噪

声大)细节显示不佳等缺点"从而会对影像质量造成一

定的不利影响!与传统
&7!

重建相比"为了进一步降

低辐射剂量"

:*63

迭代重建算法将每次迭代所采集到

的数据与计算机投影数据进行比较"在
H$

扫描剂量

降低幅度较大时"

:*63

迭代重建技术能够降低
H$

图

像噪声$

11

%

"达到常规剂量图像质量的标准$

1%

%

"共分为

P

个等级!本研究结果显示"图像噪声)

#I0

)

HI0

与

:*63

算法不同重建等级呈线性关系$

1.

%

"即图像噪声随

着
:*63

重建等级的增加逐渐减低"而
#I0

)

HI0

则逐

渐升高!

:*63

在不同剂量下"其降噪幅度大致相同"

在低剂量情况下"

:*63B1

重建图像噪声最大"颗粒感明

显"主客观结果均不佳"远低于
&7!

*

1)KA"?

+!

:*63B

P

重建图像的
#I0

及
HI0

最高"但其主观评分较低"

原因在于高权重的迭代算法"虽然可大幅降低图像噪

声"但肝脏边缘过度平滑)软组织间缺乏对比"存在明

显的塑料化伪影!综合主客观评价"

:*63B-

*

NKA"?

+

组图像噪声)

#I0

及
HI0

适中"主观评分最高"为最

佳的
:*63

迭代等级!

;V

算法是以高剂量下的
&7!

图像作为训练模

型"通过使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

C55

@

=,>4,39+2,>*3

>596*3>5+W,6R?

"

;HII

+对低剂量图像不断进行优

化"可以在不改变图像纹理或影响解剖和病理结构的

情况下"达到抑制噪声的效果"已广泛用于医学图像处

理$

1L

%

"

9H$BN-K

的
;V

算法共
L

个重建等级*

1

,

L

级+!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V1

,

.

级时随着重建算法

等级的升高"

#;

降低"

#I0

和
HI0

升高!

;VBL

时"

降噪比例与图像质量不呈线性关系$

1)

%

"降噪水平发挥

不稳定"可能是由于
;V

算法使用非线性运算"所以在

不同剂量水平下"降噪幅度变化较大"在低剂量时会有

一些非线性变化"较高等级的
;V

算法尚不稳定"仍需

进一步训练"且有文献表明高等级的
;V

算法会出现

&过度平滑'现象"这是不同于迭代算法塑料化伪影的

新伪影$

1-

%

!因此本研究中虽然
;VBL

的客观图像质量

高于
;V

*

1

,

.

级+组"但是其主观评分较低"其中
;VB

%

*

)KA"?

+的主客观图像质量最好"为最佳的
;V

等

级!

与常规剂量
&7!

*

1)KA"?

+算法相比"

:*63B-

*

NKA"?

+)

;VB%

*

)KA"?

+图像的
#;

值均小于
&7!

*

1)KA"?

+"

#I0

和
HI0

均高于
&7!

*

1)KA"?

+"且

图像主观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
;V

算法在低

剂量下"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低剂量联合
;V

算法重建

将会获得更佳的图像质量!

综上所述"

:*63

)

;V

算法能够保证
H$

图像质量

情况下"有效降低辐射剂量"其中
:*63B-

和
;VB%

算法

效果最佳!本研究不足之处(模体虽保证了研究的科

学性"但与临床人体扫描仍存在差异"下一步将在临床

实践中借助模体扫描参数研究不同体型人体的扫描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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