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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第2版是“十一五”教育部规划的全国高职高专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教材之一。
本教材是根据2008年4月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在厦门召开的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第二轮规划教材主编人会议
精神编写的。
为满足适应高职高专的专业培养目标、学制和学时三个特定需要，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
以岗定学”决定教材编写内容，并体现“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适应性”五性原则，尤
其是要体现适应性原则。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是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之一，本教材授课学时和编写内容比第l版有了
较大调整：原教材中的“超声检查技术”和“影像核医学检查技术”内容，不再成为本教材的编写内
容；授课时数由132学时调整为150学时。
本教材共10章，每章学时安排见附录。
为加强学生专业操作技能的培养，教材在原有的实验基础上，增加了实训和专业操作技能测试评价。
教材的理论授课学时数与实验、实训、专业操作技能测试评价的学时比为1：1。
考虑到全国各地的差异，部分教材内容的取舍兼顾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需要。
本教材遵循“整体优化”的原则，尽量避免与该专业其他9种教材不必要的重复。
撰写内容深入浅出，力求做到好懂、好读、好用，并以培养学生专业操作技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处
理教材内容的取舍。
为满足教学的需要，本教材还配制了多媒体光盘。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卫生部教材办公室具体指导和帮助。
山东万杰医学院黄亚勇编写秘书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所限，教材中肯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指正，以便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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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是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的主要专业课程之一，本教材共10章，为加强学生专业操作技
能的培养，教材在原有的实验基础上，增加了实训和专业操作技能测试评价。
教材的理论授课学时数与实验、实训、专业操作技能测试评价的学时比为1:1。
考虑到全国各地的差异，部分教材内容的取舍兼顾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实际需要。
为满足教学的需要，本教材还配制了多媒体光盘。
     全书X线摄影条件、X线检查基本知识及基本概念、X线常规检查技术等十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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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医学影像检查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医学影像检查技术的发展历程  三、学习医学影像检
查技术的目的与方法第一章 X线摄影条件  第一节 感光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一、管电压与管电流量    二
、摄影距离    三、成像探测器    四、滤线栅和照射野的应用    五、其他  第二节 摄影条件的制定    一、
变动管电压法    二、固定管电压法    三、对数率法    四、自动曝光仪的应用    五、数字化X线摄影条件  
第三节 优质X线照片的标准    一、符合诊断学的要求    二、适当的影像密度    三、恰当的影像对比度    
四、良好的锐利度    五、较少的影像噪声第二章 X线检查基本知识及基本概念　第一节 解剖学的基本
知识及基本概念　　一、解剖学姿势　　二、解剖学的基准轴线与基准面　　三、解剖学方位　　四
、关节运动　第二节 X线摄影方向、摄影体位的基本知识及基本概念　　一、X线摄影方向　　二、X
线摄影体位　第三节 X线摄影体表定位标志　　一、四肢体表定位标志　　二、胸部体表定位标志　
　三、腹部体表定位标志　　四、脊柱体表定位标志　　五、头颅体表定位点、定位线及基准面　第
四节 X线照片标记　　一、标记内容　　二、标记方法　　三、标记原则　　四、常用摄影位置标记
举例第三章 X线常规检查技术　第一节 X线摄影步骤和原则　　一、X线摄影步骤　　二、X线摄影原
则　第二节 数字X线检查步骤　　一、数字X线机使用前的准备和操作注意事项　　二、CR系统操作
步骤　　三、DR系统操作步骤　第三节 数字X线检查的适宜曝光量　　一、谐调处理和空间频率处理
对输出影像质量的影响　　二、动态范围控制与能量减影对影像质量的影响　　三、适宜曝光量　第
四节 骨骼系统摄影　　一、上肢　　二、下肢　　三、头颅　　四、脊柱　　五、骨盆　　六、胸廓
　第五节 呼吸系统摄影　　一、解剖　　二、X线摄影位置　⋯⋯第四章 乳腺X线检查技术第五章 X
线造影检查技术第六章 照片冲洗及打印技术第七章 CT检查技术第八章 MRI检查技术第九章 放射诊断
影像质量管理及评价第十章 实验、实训和专业技能测试评价附录一 实验附录二 实训附录三 学时分配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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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七、在儿科摄影中的应用儿科被检者对X线辐射的敏感性高于成人，身体结构的自然对比较成
人差且病情变化快。
鉴于这些特点，X线摄影要求尽量减少曝光量、曝光次数，注意放射防护。
无论CR还是DR，均具有曝光宽容度大、读出装置具有的最宜敏感性及影像处理装置，通过谐调处理
与频率处理，能突出显示出兴趣区特征等优点，因此有利于在儿科放射学中的应用。
1.呼吸系统疾病上呼吸道的解剖位置特殊，颈部前后及左右径线较小，而胸部前后及左右径均大。
传统的屏一片成像无法在同一张胶片上显示出完整的上呼吸道。
应用CR或DR系统的层次处理和频率增强处理，从鼻咽部到气管分叉处的上呼吸道均可清晰显示。
危重和全身麻醉的患儿，常用气管内插管。
此时，应用CR系统投照侧位片，使用非鲜明蒙片技术，可较清晰地显示上呼吸道解剖性狭窄和生理性
狭窄，也可显示气管插管的位置。
CR或DR系统在呼吸系统其他疾病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2.其他系统急腹症患儿用CR系统的后处理功能
，尤其是频率增强处理，可弥补天然对比的不足。
CR在儿科骨骼肌肉系统疾病诊断中也被广泛应用。
伪影使图像质量降低，甚至影响病变的分析诊断。
因而应正确认识伪影，分析产生伪影的原因，做好扫描前的准备工作，及时去除造成伪影的因素，尽
量避免或减少伪影的出现。
为了保证诊断的准确性，对伪影较多的图像，应去除产生伪影的原因后重新扫描，切忌在伪影较多的
图像上作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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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影像检查技术(第2版)》是袁聿德和陈本佳编写的，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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