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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正值多排螺旋CT（MDCT）技术迅速发展及MDCT心血管成像的临床应用在我国逐步普及
时期，《先天性心脏病多排螺旋CT成像与诊断》一书的出版无疑是广大医务工作者及先天性心脏病患
者的一大喜讯。
　　自CT问世以来，在临床应用上迅速覆盖全身各个系统，但是，对搏动的心脏成像始于电子柬CT
（EBCT）技术，而MDCT能更好地将空间分辨力、密度分辨力、时间分辨力结合在一起，使之不断完
善，并凭借其良好的性价比和无创性以及各种三维重建图像显示的解剖关系，尤其是和超声心动图的
结合，已成为心脏病新的检查流程的优选模式。
应指出的是，如何降低CT检查的辐射剂量是推广、普及此项技术的必要前提。
　　在MDCT心血管成像的临床应用中，除冠心病等为重点外，在先天性心脏病中的应用已凸显其优
越性。
检查的简便无创，尤其是新型MDCT已有效地大幅度降低辐射剂量，这对保护患儿十分有利。
检查所获得的各种重建图像能提供清晰的形态和准确的解剖关系，使医生对诊断和治疗做出恰当的判
断和决策，因而受到临床医生的认可和欢迎。
但是，如何解决检查技术的规范化和优化的扫描参数及各种降低剂量措施等问题则显得十分迫切，本
书即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本专著。
全书共六篇三十八章，内容丰富，覆盖面广：从MDCT检查技术、正常解剖到诊断分析；在临床上从
心脏正常解剖、发育异常到各种类型先心病。
全书论述流畅，从大量临床病例中精选了图片500余幅，图像优良，可谓图文并茂。
此外，针对先心病患者多为儿童的特点，详细介绍了扫描技术尤其是低计量检查，并对各种重建方法
、三维图像的价值，根据实践经验做出评价。
这些对临床医生、影像学医生，尤其是年轻医生是十分有帮助的，是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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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排螺旋CT(MDCT)对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特别是对复杂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有其优势，属于无创
性检查，合理应用有助于提高先天性心脏病诊断的正确率。
本书介绍了多排螺旋CT(MDCT)工作原理、先天性心脏病MDCT检查方法，对心脏大血管系统的胚胎
发育和发育畸形、正常心血管CT解剖及先天性心脏病CT节段分析法做重点介绍。
本书各论参照新的先天性心脏病分类方法进行编写，包括左向右分流先天畸形、左心发育异常、右心
发育异常及房室连接异常等CT诊断，共计6篇38章。
本书图文并茂，充分利用MDCT的优质重建图像，显示先天畸形，提示诊断要点并做出合理评价。
    本书是心血管病专科医生、影像学医生、相关医技人员及医学院学生有价值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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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X射线发生器　　X射线发生器是CT中最重要的部件之一，随着空间和时间分辨力应用的
不断深入，人们对球管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高档CT机架的转速已经小于0.4秒。
为了能在亚秒内对亚毫米成像提供足够的光子数，x射线发生器不仅需要极高的瞬间功率（kw），同
时还需要较小的焦点尺寸以匹配亚毫米的层厚。
另外，许多临床应用还要求球管的高压发生器能在扫描过程中改变电流的大小甚至电压的高低，目前
球管的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00kw，小焦点的功率也能达到约50kW，大大提高了高分辨率在临床上的应
用。
　　（二）X射线准直器和滤线器　　X射线准直器起两个作用：①减少对患者不必要的辐射剂量；②
保证良好的图像质量。
由于多排探测器的切片厚度是由探测器单元尺寸决定的，所以多排探测器中的准直器主要用来限制X
射线的范围，以减少对患者不必要的辐射剂量。
从球管中发射的X射线具有从0到峰值电压的连续能谱，但临床中低能量的X射线无法穿透皮肤，只能
产生皮肤剂量，而对成像不提供任何帮助。
因此，大多数CT上都使用了平板滤线器，来去除低能x射线以减低对患者的不必要的剂量。
有些CT制造商在此基础上还使用了领结式滤线器，根据患者的体型和临床应用的特殊性来制造和选择
不同形状的滤线器，以改变X射线束流的强度，进一步优化成像条件，减少对患者的剂量。
　　（三）X射线探测器　　X射线探测系统是CT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件。
CT探测器从最早的高压惰性气体发展到目前的固体稀土元素探测器，量子探测效率从60％上升到99％
。
多排探测器的应用使CT的探测器覆盖率从10mm增加到目前的40mm，同时最小切片厚度也从10mm减
少为0.6mm左右，从而真正实现了“各向同性”体素采集的信息模式。
这种趋势还在继续朝着更薄更宽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的可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探测器设计上的
改进：即从前向信号输出改为背向信号输出（backliteTM）。
这种背向信号输出的设计成功地解决了光电二极管物理空间排列的问题，为探测器覆盖率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可靠的技术基础。
另外，人们并没有停留在探测器量的改变上，能够直接把X射线转换成电信号的探测器研究也得到了
很大关注，使用这种技术人们能够真正得到能谱CT图像，从而对物质进行组织分类。
我们期待着它在临床上应用的早日实现。
　　x射线探测系统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数据采集系统（DAS）。
高转速低信号的CT系统对DAS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每圈小于0.4秒的机架转速要求DAS具有极高的取样频率。
通常情况下，我们需要约1000个角取样以满足重建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如果机架转速是0.4秒时，DAS
的取样频率必须在2500Hz左右。
　　新一代的DAS不仅朝着更高的取样发展，同时还在降低电子噪声上进行努力。
最新的DAS是过去DAS电子噪音的1／2还不到。
由于图像中的噪声是由X射线的统计涨落（量子噪声）和信号中的电子噪声共同决定，而电子噪声的
相对影响在低X射线情况下显得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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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面 内容丰富，覆盖面广，全书论述流畅，从大量临床病例中精选图片500余幅，图像优良。
　　规范 参照新的先天性心脏病分类方法进行编写，力求充分利用MDCT的优质重建图像显示先天畸
形，展示CT诊断征象，以利于临床医生应用及初学者学习。
　　权威 《先天性心脏病多排螺旋CT成像与诊断》由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武警
总医院的著名专家编写，将对推动各项新技术普及、推广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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