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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装置影像

质量保证检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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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 规 定 了 医 用c射 线 计 算 机 断 层 摄 影 装 置!cZ<4H9J::=FG9I?[><6>GFA?9;?>G>C<8FDH"以 下 简 称

R)机#影像质量保证的检测项目与要求及其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R)机的验收检测和使用中R)机 的 状 态 检 测 及 稳 定 性 检 测$本 标 准 不 适 用 于R)机 生

产中的质量控制以及与R)机配套使用的影像硬拷贝系统$

/!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7’!R)剂量指数R);>89=I;9d
沿着一条垂直于断层平面直线从一%)到十%)对剂量剖面曲线积分"除以标称层厚与单次扫描产生断

层数W的乘积"计算按式!:#$

R)̂ !P.e%N)K%N)
>!U#
;N);a

!’#!!!!!!!!!!!!!!!!

式中%)&&&标称层厚’

;&&&单次扫描所产生的断层数’

>!U#&&&一条沿着垂直于断层平面的直线h的剂量剖面曲线$

注%一次扫描包括许多层面$

(7(!R)值R)IAG59<
用来表示与R)影像每个像素对应区域相关的c线衰减平均值$

注%R)值通常用U>AI8[=9:;作为单位$利用式!(#"将测得的衰减值按照国际统一的U>AI8[=9:;标度转

换为R)值$

物质的R)值P!物质K!水

!水
N’111 !(#!!!!!!!!!!!!!

式中%!&&&线性衰减系数$

按照上述标度定义R)值"则必然有%水的值为1"空气的值为K’111$

(7-!剂量剖面曲线!;>89F<>[=:9
将剂量表示为垂直于断层平面的直线上位置的函数$

(7+!半值全宽![A::_=;?D4?D4:[KG4d=GAG
相当于曲线最大值一半处的曲线两点之间平行于横坐标的间距$

(E.!高对比分辨力!D=CDK6>I?<48?<98>:A?=>I
即空间分辨力!见(7’(#



(7,!平均R)值G94IR)IAG59<
在一特定感兴趣区内所有象素R)值的平均值!

(7%!噪声I>=89
在均匀物质影像中"给定区域R)值对其平均值的变异!其大小可用感兴趣区中均匀物质的R)值的标

准偏差表示!

(7&!标称层厚I>G=I4:?>G>C<4F=68:=69?D=6BI988

R)机控制面板上选定并指示的层厚!

(7$!感兴趣区<9C=>I>[=I?9<98?
在给定时间内对影像中特别感兴趣的局部区域!

(7’1!灵敏度剖面曲线89I8=?=@=?HF<>[=:9

R)系统相关响应量作为垂直于断层平面的直线上位置的函数!

(7’’!层厚8:=69?D=6BI988
扫描野中心处灵敏度剖面曲线的半值全宽!

(7’(!空间分辨力8F4?=4:<98>:A?=>I#高对比分辨力D:CDK6>I?<48?<98>:A?=>I
在物体与背景在衰减程度上的差别与噪声相比足够大的情况下"R)机成像时分辨不同物体的能力!

注$’!通常"物体与背景的衰减系数 之 间 的 差 别 导 致 其 相 应 的R)值 相 差 几 百 U>AI8[=9:;时 被 认 为 是

足够大!

(!高对比分辨力是空间分辨力的别称!

(7’-!均匀性AI=[><G=?H
整个扫描野中"均匀物质影像R)值的一致性!

(7’+!低对比分辨力:>_K6>I?<48?<98>:A?=>I

R)机分辨与均匀物质背景成低对比的物体的能力!

注$通常"认为物体与背景的衰减系数之间的差别小于’S时属于低对比!

(7’.!基线值5489:=I9@4:A9
基线值是c射线诊断设备功能参数的参考值!是在验收或状态检测合格之后"由最初的稳定性监 测 得 到 的

数值"或由相应的标准给定的数值!

(7’,!验收检测4669F?4I69?98?
验收检测是c射线诊断设备安装完毕或重大维修后"为鉴定其影响影像质量的性能指标是否 符 合 约 定

值而进行的检测!

(7’%!状态检测8?4?A8?98?
状态检测是为评价设备状态而进行的检测!

(7’&!稳定性检测6>I8?4I6H?98?
稳定性检测是为确定c射线诊断设备或在给定条件下形成的影像相对于一个初始状态的变化是否仍符

合控制标准而进行的检测!

0检测项目与要求

检测项目与要求应符合表’中的规定!

&检测方法

+7’!定位光标

+7’7’!采用均质材料制成圆柱形模体"其表面应 有 清 晰 易 见 的 定 位 标 记"内 部 嵌 有 与 均 质 环 境 成 高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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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的特定形状的物体!此物体的形状"位置应与模体表面定位标记具有严格的空间几何关系#

表’!R)机检测项目与要求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条件
验收检测 状态检测 稳定性检测

要求 要求 周期 要求 周期

’ 定位光精度!GG 头部模体 L( L- 二年 K K

( 层厚偏差$8%!GG

8(& L’1S L’.S 二年

&&8&( L(.S L-1S 二年

8#( L.1S L%1S 二年

与基线值偏差

8&GG时!L’E1GG

8%(GG时!L.1S

每月

每月

每月

- R)值$水%!U\ 头部模体 L+ L, 二年 与基线值偏差L+ 每月

+ 噪声 头部模体 参照厂家数据 二年 基线值的L’1S 每月

. 均匀性!U\ 头部模体 e. e, 二年 与基线值偏差L( 每月

,
高对比分辨力

GG或YO&6G

%
低对比分辨力

$对比度1E,S%!GG

头部模体

头部模体

头部模体

头部模体

剂
量#

-.
l
m
n

#1E&GG #’E(.GG

(,E(.YO&6G (+E1YO&6G

#+E1 #.E,

#&E1 #’(E1

二年

二年

基线值的e’.S

基线值的K’.S

K

每季

K

& R)剂量指数!G/H

头部

模体

中心

表面

体部

模体

中心

表面

参照厂家数据 二年 基线值的L(1S 半年

$ 诊断床定位精度!GG
定位 L( L( 二年 L( 每月

归位 L( L( 二年 L( 每月

’1 扫描架倾角!$f% L’. L( K K K K

注’

’!头部模体直径可在’.6G"((6G范围内!体部模体直径在-16G"-(6G范围#

(!测低对比分辨力时!如所用模体对比度不是1E,S!可根据在同一剂量条件下!低对比分辨力 与 对 比 度 乘 积 为

一常数$称为对比细节常数%的特点进行推算#

-!大修后的验收检测可根据具体情况按状态检测要求执行#

+7’7(!将模体放置在诊断床上!使模体圆柱轴线 垂 直 于 扫 描 平 面 并 处 于 扫 描 野 中 心 位 置!微 调 模 体 使

表面定位标记与定位光标重合#

+7’7-!采用厂家说明书中给定的头部或体部扫描条件进行扫描#

+E’7+!在R)影像中测定高对比物体在扫描层面中所处的准确位置#

+7’7.!利用模体表面标记与内嵌的高对比物体的 空 间 几 何 关 系 测 出 定 位 光 标 对 实 际 扫 描 层 面 位 置 的

偏差#

+7’7,!也可采用胶片法进行测量#

+7(!层厚

+7(7’!配置一圆柱形模体!内嵌有与均质环境成高对比的铝片!铝片平面与模体圆柱轴线成一定交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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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使模体圆柱轴线与扫描层面垂直并处于扫描野中心!

+7(7-!采用厂家说明书中给定的头部或体部扫描条件进行扫描!

+7(7+!调整R)影像的窗宽"窗位#窗宽调到最窄#调整窗位使背景影像恰好消失#测出背景的R)值和

铝片的最大R)值#并记录!

+7(7.!将背景R)值与铝片最大R)值之和除以(#其结果称为R)值的半值#并记录!

+E(7,!将窗位调至+7(7.记下的R)值半值处#窗宽仍保持最窄#测出铝片的斜面宽度$半值全宽%#即

为层厚!

+7(7%!如果用多个片状物组成的多斜面#同 时 按+7(7+"+7(7,的 步 骤 分 别 测 量#分 别 得 出 层 厚 值#再

取其平均值为层厚!

+E-!R)值"噪声及均匀性

R)值"噪声及均匀性的检测方法#可以通过对模体进行扫描#测R)图像均匀性的同时获得R)值"噪声

值!

+7-7’!配置均质$水或线性衰减系数与水相近的其他均匀物质%圆柱形模体!仲裁检测时采用水模!

+7-7(!使模体圆柱轴线与扫描层面垂直并处于扫描野中心!

+7-7-!采用厂家说明书中给定的头部和体部扫描条件分别进行扫描!

+E-7+!对每幅图像进行下列测量&

4%在图像中心取一大于’11个象素点并小于图像’1S面积$如’6G( 左右%的区域#测出此区域的R)值

和噪声!

5%在相当于钟表时针-","$"’(时的方向上#距模体边缘’6G处#每 个 位 置 的 面 积 大 小 同 于4条 规 定 的

区域#分别测出四个区域的R)值!其中与中心区域R)值的最大差值用来表示图像的均匀性!

+7+!高对比分辨力

+7+7’!检测高对比分辨力使用适合直接进行图像 视 觉 评 价 的 检 测 模 体 或 者 使 用 适 合 于 测 定 调 制 传 递

函数的检测模体#仲裁检测时采用前一种模体!

+7+7(!用来直接进行图像视觉评价的检测模体必须具有周期性结构$如排列的孔洞或条纹%#这种周期

性结构之间的平均间距要相当于单个周期性结构自身宽度 的(倍#周 期 性 结 构 的 有 效 衰 减 系 数 与 均 质 环 境

的有效衰减系数相差应大于’1S!

+7+7-!将模体置于扫描野中心#并使圆柱轴线垂直于扫描层面!

+7+7+!采用厂家说明书中给定的头部扫描条件进行扫描#每次扫描模体中心位置处辐射剂量应不大于

.1G/H!

+E+7.!调整观察图像的条件’使各种周期结构物 图 像 达 到 最 清 晰 状 态#确 定 能 区 分 开 的 最 小 周 期 性 结

构尺寸!

+7.!低对比分辨力

+7.7’!对于用来直接进行图像视觉评价的低对比分辨力检测模体来说#在它的检测面上应具有分布均

匀及形状相同的周期性结构#这种周期性结构的有效衰减系数与环境的衰减系数应有小于’S的偏差!检测

低对比分辨力时#应同时测出该偏差!

+7.7(!将模体置于扫描野中心并使模体轴线与扫描层面垂直!

+7.7-!采用厂家说明书中给定的头部和体部扫描条件进行扫描#每次扫描模体中心位置处辐射剂量应

不大于.1G/H!

+7.7+!调整窗宽和窗位#环境材料平均R)值与周期性结构材料平均R)值之 差 再 加 上 五 倍 的 周 期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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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材料标准偏差值作为窗宽值!环境材料平均R)值与周期性结构材料平均R)值的平 均 值 作 为 窗 位 值!

确定能区分开的最小周期性结构尺寸"

+E,!R)剂量指数

+7,7’!用c射线线性衰减系数与人体组织相近的物质#一般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制成均质圆柱形模

体!头模#’,6G!体模#-(6G!分别在中心和距表层’6G处放置剂量探头!剂量仪表的相对误差应小于等

于.S"

+7,7(!将头模或体模置于扫描野中心!模体圆柱 轴 线 与 扫 描 层 面 垂 直!探 头 的 有 效 敏 感 中 心 位 于 扫 描

层面的中间位置"

+7,7-!采用厂家说明书中给定的头部和体部扫描条件进行扫描"

+7,7+!记录剂量仪表显示值"

+E%!诊断床定位

+7%7’!将一分度值为’GG!有效长度为.11GG的直尺靠近诊断床面固定并与床面运动方向平行!在床

面上作一与直尺刻度相对应的标记"

+E%7(!将%1BC重物放在床面上"

+E%E-!分别对诊断床给出%进-11GG和退-11GG&的指令"

+7%7+!记录进’退起始点和终止点在直尺上的示值!测出定位误差和归位误差"

+E&!扫描架倾角

+7&7’!首先将扫描架倾角调至1f!将一斜率指示器固定在扫描装置的合适位置"

+7&7(!将扫描架分别前倾’.f’后倾’.f"

+7&7-!记录前倾’后倾时斜率指示器的示值!测量出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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