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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摄影的伪影及其解决办法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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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计算机摄影(cR)伪影的产生原因及解决办法。方法通过分析CR系统各种伪影

的特点，从扫描器的机械结构、工作原理、D板的构造、影像处理、操作者的错误等方面阐述CR伪影的产生原

因。结果伪影大概可分为：前后次影像重叠伪影、P板扫描中卡片引起的伪影、“流空效应”伪影、灰尘引起

的伪影、IP受损引起的伪影、摄影条件过高产生的伪影、散射线引起的伪影、扫描过程中外来光线引起的伪影

等方面。结论正确认识CR伪影产生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就能尽量防止伪影的产生，大大提高

CR的影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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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leelive To disems the productive lt呛ason8 of the artifacts of computed radiography(CR)and

its solution．Method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kind of artifacts in CR system，from SCan—

lrlel"’s mechanism，the principle of work，IP board’s structure，image process，operator’15 elTOIPS and SO Oil the CR

artifacts productive reason were discussed．Results The artifacts may been divided into：the artifacts induced by the

overlap of pre and post images，the artifacts induced by the card in the TP board scanning，the artifacts induced b)r

“the class spatial effect”，the artifacts induced by the dust，the artifacts induced by injurea rip，the arlifaets induced

by the excessive photographic condition，the artifacts induced by the disperse beam，and the artifacts induced by the

external optical fiber in the scanning process．Conclusion Understood correctly the lt'eaflon of the CR artifacts，Call

prevent the production of the artifacts鹋far 8．fl possible．greatly enhances the image quality of CR．

．[Key words]Artifacts；Tmage quality；Computed radiography(CR)

随着计算机摄影(crt)系统的广泛普及和应用，CR的优

点随之显现，同时影像质量也越来越受到放射技术人员的关

注，对cR伪影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ll。】。普遍认为，伪

影是影响CR影像质量的最大因素。因此，认识成像过程中

产生伪影的原因及各种因素将有助于消除这些缺陷，有效提

高CR的质量。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收集我院2005—2007年CR摄影的刻录光

盘中随机抽取5 000幅CIt图像，观察每幅图像是否存在伪

影，把有伪影的图像记录下来并进行分类。

1．2方法所有CR图像均采用KODAK IP板，经KODAK

900系统数字化扫描器扫描。同时在工作站进行光盘刻录存

储。摄片系统采用西门子500 btAX线机。胸片架与摄影平

床滤线栅采用活动式，栅比12：1。

2结果

在5 000幅CR图像中，除衣服伪影等外来因素引起的

伪影外，其它有伪影的图像共176幅，占总数3．3％。分析各

类CR影像伪影的特征及出现频率，其伪影大致可分为：前后

次影像重叠伪影15幅(8．52％)、P板扫描中卡片引起的伪

影21幅(11．93％)、“流空效应”伪影18幅(10．23％)、灰尘

引起的伪影28幅(15．91％)、IP受损引起的伪影46幅

(26．14％)、摄影条件过高产生的伪影16幅(9．10％)、散射

线引起的伪影8幅(4．54％)、扫描过程中外来光线引起的伪

影24幅(13．63％)。

3讨论

3．1发生伪影的主要因素

3．1．1 前后次影像重叠伪影(除外操作上重复失误) 即前

后两次影像同时出现在一幅图像上。仔细观察后发现，前一

次影像整体密度明显低于后一次，对诊断造成较大影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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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此类伪影与单位时间内强光消隐灯功率、亮度有关。随着

IP板流量增大，强光灯长时问连续工作，发光性能会下降，造

成残留影像加剧。另外，外部供电电压不稳定、消隐灯电源

控制板故障及灯座接触不良等同样可造成前次影像残留现

象加剧。

3．1．2 IP板扫描中卡片引起的伪影线路停电、PMT(光导

器)系统侧面导向板角度变化及扫描器整机水平度失准等均

易引起IP板卡片故障，影响正常扫描秩序，并中断扫描过

程。重新打号再扫描后可发现影像整体密度分布不均，图像

类似被切割过，其间可显示明显分界带，与IP板边缘平行。

若除去以上不良因素影响，重启扫描器，一般都能防止该伪

影发生。

3．1．3“流空效应”伪影是在投照胸椎、腰椎侧位时，常有

数条与身体长轴平行的黑条状伪影，宽约2—3 nma。一般与

椎体部位重叠，从上方贯穿于影像下方。这可能是所摄部位

的密度与相应直接空气暴光区密度相差悬殊所造成的。一

般采用缩小照射野或应用与照射部位相匹配的IP板即可减

少上述伪影。

3．1．4灰尘引起的伪影是IP板、暗盒及光导器灰尘伪

影。通常我们会遇到CR影像上出现小点状和小片状、细条

状高密度影，这些都是m板上的灰尘污点及暗盒表面的致

密污物(如石膏)，以及影像激光读取光导器有灰尘造成的，

所以必须定期对口板和暗盒表面进行清理。IP板光导器及

擦拭应用柔软的棉布，在无专用清洁剂的情况下，可采用高

纯度无水酒精代替，在擦拭过程中，应保证双手洁净，以免在

口板上残留指纹影。

3．1．5 IP受损引起的伪影口板成像层的剥落、划痕、裂

痕、磨损及用酒精擦后IP后出现的霉斑等可出现不规则的

斑点斑片状、一条或多条不规则的线状、宽带状粗细不均位

置固定的白色伪影。解决此类伪影只能尽量预防，不能随便

人为抽出IP板，如果出现伪影影响到诊断必须更换IP板。

3．1．6摄影条件过高产生的伪影使用过高条件将超过扫

描器本身对影像密度、对比度的调节范围，无法遵循CR影像

运行原理四象论进行工作。影像整体密度增高或灰雾度加

大，即使通过后处理也达不到诊断和技术质控要求。因此，

CR照片的摄影条件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对CR摄影条件

进行规范。

3．1．7散射线所致伪影表现为一矩形白色影，是由于装

有IP的暗盒放在x线机房忘记拿走，但部分被遮挡后散射

线曝光所致，IP对散射线敏感，必须防散射线及电离辐射线。

3．1．8扫描过程中外来光线引起的伪影其表现与普通X

线平片暗操作漏光产生的伪影相似，为淡黑色不规则状伪

影。主要是IP板扫描过程中机房内照明灯光过强引起的。

只要把CR扫描系统上方的照明灯关闭，此类伪影一般不会

产生。

3．2预防和消除发生伪影的主要措施CR系统成像是较

为复杂的工作过程，影响图像质量的因素很多，操作技术人

员稍不注意就极可能产生各种伪影，因此对每一个环节都应

严格操作，尽量不产生伪影，为临床诊断提供高质量的医学

影像。所有得到的伪影牵涉设备、机房环境及操作者等各个

方面：首先IP板的维护和保养是确保CR高质量的关键。IP

板使用应注意以下几点：(1)经常反复进行余影消除处理，保

证IP成像效果；(2)保持CR机房工作环境的清洁，尽量避免

灰尘的污染；(3)除非保洁，不能随便人为抽出IP板，以免损

伤IP板及使其变形，清洁IP板时不要用手直接接触；(4)不

主张在同一张IP板上多部位曝光，同部位的不同体位曝光

量的加减比常规x线胶片提高1—2 kV；(5)选择适当的IP

板尺寸，用大尺寸摄影小部位得到的影像缩小，不利于诊断，

小尺寸大部位不能包全被检部位，还会放大几何伪影；(6)避

免阳光及其它强光的直接照射；(7)IP板有一定的使用寿

命，已过使用期或已受损的IP板要及时更换。其次，规范摄

影条件，使用合理的曝光量，提高影像的信噪比(SNR)，选择

适当的图像处理参数，输入部位体位必须与处理参数模式相

对应，增强清晰影像处理软件，选择和使用高分辨的图像处

理显示器和多功能的影像后处理系统。再次，CR机器设备

要定期保养、维护及检修，易损及耗损件要及时更换，操作者

要严格执行操作程序，尽量不使用固定滤线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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