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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医学影像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以暗室技术为例，已从过去的感蓝片、感绿片的暗室化学手工操作，经历了显、定影液套药的自动洗
片机冲洗，尔后又经历了激光打印湿式冲洗，最终发展到当今的干式激光打印胶片，使广大医学影像
技术人员从暗室操作走向明室作业，并向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做到异地读取照片、通过网络打印胶
片，使显示器观察的软阅读成为现实，以至于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网上会诊。
　　也正是因为医学影像在短时间的高速发展，我国各大高等医学院校加大了对在校学生的培养力度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设立了在职人员的“三基”考核、上岗考试、职称考试，以及准入制考试；各地
学术机构每年也相应举办各类继续教育培训班和学术年会、专题研讨会等，目的就是为了适应时代的
高速发展、满足知识更新的需求，最终目标就是：缩短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服务态度，提
高工作质量，提供最佳的影像医疗服务。
　　然而，面对巨大的知识更新的压力，在短时间内，消化、吸收现代医学影像知识，并将其应用到
工作实践中去并非易事。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医学影像研究所王骏和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甘泉主任组织近20所医学院校和医疗机
构的专家针对上述问题编写了本书。
　　我收到书稿后即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审读，总体印象很好。
本书在每一个章节均分为“学习指南”与“高频考点”两大部分。
在“学习指南”中首先突出学习重点，将内容分为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同时突出讲解重点、
难点、疑点，在强调工作原理、机械结构的同时加大技术应用的介绍，使传统与现代医学影像技术得
到很好的衔接，让业内人员及在校学生学习时有所侧重，使他们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而在“高频考点”中，列有名词、问答、选择等各类试题，以适应各类医学影像技术人员及在校学生
的考试需求，通过这些练习可以检查自己的学习效果与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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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对医学影像技术学与日俱增的知识压力，迫切需要一本既能全面反映当今该学科发展的学习指导用
书，又能在短期内辅导应试人员参加各类考试的参考用书。
鉴于此，本书按照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标明学习侧重点，并在浓缩基本结构、成像原理等精华
要点的同时，突出强调各种检查技术的规范作业。
书中“高频考点”列出千余道考题，对所学内容进行系统强化。
    本书不仅是大学教材《医学影像技术》的辅助教材，也是医学影像技师学习和参加各类考试的辅导
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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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8）探测器：是接收透射X线光子，并将其转换成相同强度比例的电信号的装置。
探测器必须具备：转换效率高；具有一定的响应时间，具有一定的动态范围；稳定性好等特性。
　　转换效率指探测器将X线光子俘获、吸收和转换成电信号的能力；响应时间指两次X线照射之间探
测器能够工作的间隔时间长度；动态范围指在线性范围内接收到的最大信号与能探测到的最小信号的
比值；稳定性指探测器响应的前后一致性，如果探测器的稳定性较差，则CT机必须频繁地校准来保证
信号输出的稳定。
　　探测器有两种类型：收集电离电荷的探测器（又分为气体探测器和固体探测器）和收集荧光的射
线探测器（即闪烁探测器）。
　　（9）模数转换器：是将来自探测器的输出信号放大、积分后多路混合变为数字信号送入计算机
处理的装置。
它由频率发生器和比较积分器组成，后者的作用是把模拟信号通过比较积分后转变成数字信号。
常用的模数转换器有：逐次逼近式模数转换器和双积分式模数转换器。
同样，数模转换器是上述的逆运算，它将输入的数字信号转换成相应的模拟信号。
　　（10）检查床：检查床的作用是将被检者送进扫描架内，并将被检部位准确定位到扫描的位置上
，要求检查床定位和移动速度的精度要高。
检查床要能够承重特殊体型被检者，其床面材料必须由易被X线穿透、能承重和易清洗的碳素纤维组
成。
　　二、计算机系统　　CT的计算机系统主要由主控计算机和阵列处理机两部分组成。
　　（1）主控计算机：采用微型计算机完成工作，主要是接受数据采集系统的数字信号，并将接收
到的数据处理重建成一幅横断面的图像。
　　（2）阵列处理机：与主计算机相连，其本身不能独立工作，主要任务是在主计算机的控制下，
进行图像重建等处理。
图像重建时，阵列处理器接收由数据采集系统或磁盘送来的数据，进行运算后再送给主计算机，然后
在显示器上显示。
　　（3）存储器：用来存储支持计算机运行的操作系统软件和cT的工作软件，也可以对采集的原始
数据和重建后的图像进行储存。
　　（4）操作台：通过操作台控制cT机对被检者进行扫描，输入扫描参数、显示和贮存图像，还可
以对系统故障进行诊断。
操作台一般由交互系统、图像显示系统、存储系统构成。
　　（5）其他附属设备。
　　三、应用软件　　cT机中软件最重要的功能是将探测器采集到的信号进行图像重建。
CT机的应用软件的基本功能应包括：扫描功能；诊断功能；摄片和图像贮存功能；图像处理功能；故
障诊断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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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医学影像技术学习指南与高频考点》共分九篇三十章，内容包括对比剂，传统X线摄影，计算
机断层扫描，磁共振成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图像处理与计算机辅助诊断，医学影像质量控制与成
像防护，医学影像检查技术的临床应用。
每一个章节均分为“学习指南”与“高频考点”两大部分。
在“学习指南”中首先突出学习重点，将内容分为掌握、熟悉、了解三个层次，同时突出讲解重点、
难点、疑点，在强调工作原理、机械结构的同时加大技术应用的介绍，使传统与现代医学影像技术得
到很好的衔接，让业内人员及在校学生学习时有所侧重，使他们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而在“高频考点”中，列有名词、问答、选择等各类试题，以适应各类医学影像技术人员及在校学生
的考试需求，通过这些练习可以检查自己的学习效果与掌握情况。
《医学影像技术学习指南与高频考点》是医学影像技术学习考试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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