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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
,

5 0 0 0 C P S 计 数 时
,

计 数 丢 失 少 于

1 0 %
,

机械转动亦迅速
,

3 60
.

旋转时少于 1 分

钟
,

而且可使误差减少到最小
。

多探头系统 (尤其是三探头 )的缺点为提

供身体轮廓扫描的方式较困难
,

亦不能进行

坐位显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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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P E C T 的 进 展

广 州 军 区 广 州 总 医 院 (广州
,

5 10 0 1 0 ) 李小华 绘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北京
,

1 0 0 0 21 ) 陈盛祖 审校

摘 要 :多探头 SP E C I
,

有效地改善了核医学图像的质量
。

日新月异的计算机软
、

硬件技术
,

促进了 sP E C T 的更新换代
。

配里高性能微机工作站
.

采用 W NI 】) D W S 操作软件的多探头 SP E C T

代表了现代 SP E C T 的发展水平
。

关健词 : sP E C T 发展趋势

第六届世界核医学大会于 1 9 9 4 年 10 月

下旬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召开
,

大会同时举行

现代核 医学 仪器展览
,

世界各大 S P E C T 生

产厂家都展 出了他们的最新产 品
。

技术先

进
、

性能优良的 SP E C飞
, ,

展 示了现代核 医学

仪器发展的最新水平和潮流
。

探头部分

目前
,

各 S P E C T 生产 厂家都有单探头
、

双探头和三探头三类产品
,

但参加这次展出

的厂家除个别外都只展出了双探头 S P E C T
.

单探头 S P E C T 信息量小
,

成像速度慢
,

正逐

渐被多探头 S P E C T 取代 ;三探头 S P E C T 由

于视野小
、

探头旋转半径小
,

不合适做骨扫描

和价格高等原因不适用于综合医院
。

而双探

头 S P E C T 既保持了单探头的大视野
,

又成

倍地增加了信息量和减少成像时间
,

且价格

适中
,

故使双探头 S P E C江
、

受到广大 用户欢

迎
,

成为单探头 S P E C T 的换代产品
,

也使它

在这次展览会上独领风骚
。

从双探头的结构来讲
,

可 以分为三种形

式 :第一种形式是两个探头相对 18 0
.

放置在

探头支架的圆环内
,

探 头间可作相对直 线移

动
,

即探头的旋转半径可以改变
,

但相对位置

不能改变
。

这种结构的特点是稳定
,

其代表

机型 为 S IE M E N S 公 司的 M U L T I SP E C代
双探 头 sP E C T ; 第二 种形式的代表机 型是

S O P r IA 公司的 D S T 双探头 SP E C T
,

它采用

双臂悬挂探头
,

探头间可作任意位置和角度

变化
。

这种形式的探头摆位灵活
,

用作心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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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成像时将两个探头置为 90
.,

可将采集

角度范围减少 1/ ;2 第三种形式的结 构介于

上述两者之间
,

两个探头相对 1 80
。

放置
,

除

了第一种形式那样探头间可作相对直线移动

改变旋转半径外
,

每个探头还可绕其支点转

动
,

增加 了采集的方位
,

目前大多数厂家都采

用这种结构形式
。

A D A C 公司新近推出的

V E R T E X 双探头 SPE C T 在第三种形式的基

础上使探头的相对角度可作任意变化
,

并采

用了自动更换准直器 的先进技术
,

使准直器

的装卸完全自动化
。

G E 公 司展出一种两个

探头固定成 9 0’ 的 S P E C T
,

这种 S P E C T 专门

用于心脏断层成像
。

体表轮廓 采 集 技术 有 了 新 的 改 进
,

T O S H BI A 公司 以及 E LS C IN T 公司的双探

头 S P E C T 采用自动体表轮廓跟 踪扫描
,

用

户无须在采集图像之前先进行体表轮廓定

位
,

探头在采集过程中自动进行体表轮廓跟

踪
,

从而简化操作
,

减少采集时间
。

良好的自

动体表轮廓跟踪扫描有效地提高了成像分辨

率
。

在探头内部 电路
,

数字型已取代模拟型
,

并且都采用了先进的能量
、

线性和均匀性等

自动校正和补偿电路
,

使电路性能更加精确

和稳定
,

而光电倍增管的数 目却有所减少 : 早

期的 丫相机一般用 30 一 0S 只光电倍增管
,

后

来增加到近 10 0 只
,

但这次参展 的一些新型

号双探头 SPE C T 的光电倍增管却只有 60 只

左右
。

厂家认为
,

光 电倍增管的增多虽有助

于改善 SP E C T 的空间分辨 率
,

可是却大大

增加 了电路的开销和提高 了仪器 的成本
,

这

在多探头 S P E C T 中更为显 著
,

且光 电倍增

管和 电路的增多增加了探头的不稳定性和故

障率
。

权衡之下
,

部分厂家力争在不损失空

间分辨率的前提下减少了光电倍增管的数

目
。

展 览会 上
,

PI C K E R 公司和 E LS CI N T

公司展示 了使用 S P E C T 进行 P E T 采集的方

法和图像
。

模仿 P E T 采集
,

要求 S P E C T 的

探头能作连续快速旋转
。

E L S C I N T 公司采

用借环技术
,

探头可沿旋转中心连续转动
,

其

它型号的则多采用顺时针和逆时针连续往返

转动的方式
。

IP C K E R 公司介绍了一种改善

断层重建衰减补偿校正的新方法 : 在三探头

S P E C T 的其中一个探头对面放置一个 已知

强度的放射性线源
,

成像时线源随探头一同

转动
,

线源的射线从各个 采集角度穿过人体

到达它对面的探头
,

分析该探头所收集到的

线源计数则可计算出人体各 部位的衰减 系

数
、
实验结果表明

,

用这一系数进行衰减补偿

校正能获得更真实的重建图像
。

该公司还准

备将该技术推广应用到双探头 S P E CT 中
。

澳大利亚 R & D 公司展出一种环形准直器
,

该准直器分为几个部分
,

每一部分有不同的

准直形式
,

在环内形成不 同的探测视野以适

用于不 同脏器成像
。

该公司 的研究人员认

为
,

下一代的 S P E C T 将采用环形探头
。

计算机部分

2
.

1 硬件

在核医学仪器中发展最快的当属计算机

硬件了
。

十余年间
,

计算机的 C P U 已从 8 位

发展到 6 4 位
,

C P U 的主频速度从几兆提高

到上百兆
,

运算速度达到每秒钟几十兆次浮

点运算
。

在这次展览会上 已难寻 16 位机的

踪影
,

取而代之的是 32 位机
、

64 位机
。

参展

的 S P E C T 多采用 3 2 位机或高性能的 32 位

机工作站
,

采用 64 位机的 有 PI C K E R 公 司

的 O D Y SS E Y 计算机
,

E L S C I N T 展 出 了最

新推出的采用 IN T E L 公司 6 4 位奔腾 C P U

的计算机
。

厂家纷纷选用性能优异的微机工

作站取代原用的微机
,

从整体上提高 S P E CT
的性能

。

高性能计算机的使用大大地提高了

图像处理的速度
,

使断层 图像达到实时重建

的速度水平
,

使用户能够获得更具有诊断价

值的三维图像
,

目前流行的 w NI (D ) w s 视窗

软件也需要快速的计算机硬件支持
。

新的核

医学计算机为用户提供 了际准的高速接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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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些接 口
,

核 医学计算机可连接其它计

算机或并入计算机网络
.

交换和共享数据
。

2
.

2 软件

在软件方面
,

如 同当年菜单式 ( M E N U )

操作方式取代命令式 ( C O M M A N D )操作方

式一样
,

w IN D O w S 操作方式正取代菜单式

操作方式
。

W IN IX 〕W S 软件界面友好
,

操作

简单
,

用户无须记忆大量的操作命令或进行

繁琐的菜单操作
,

所 有的操 作功能都用图标

或文字说明框标 出
,

用户只须使用 鼠标器将

指示箭头指在相应的图标或文字说明框上即

可进行所需 的操作
。

即使改变参数的操作
,

例如调节荧光屏的亮度
、

改变滤波参数等
,

也

都可 用 鼠标 器进行
。

W I N D O w S 软件的 另

一特点是操作规范
。

使用 w I N D 0 w S 后
,

不

同型号
、

不同厂家的计算机都具有相似 的操

作方式
,

用户可 以很快熟悉和使用一台新的

机器
。

目前各厂家 的软 件都陆续采用 了

W IN D O W S 操 作 方 式
,

展 出 的 双 探 头

SP E C T 的计算机中完全采用 W IN D O W S 软

件的有 P IC K E R
、

A D A C
、

T O S H I B A 等公司
,

E L S CI N T 和 G E 公司新推出的计算机也采

用 T W IN IX ) W S
.

核医学计算机的发展方向是采用高性能

的微机工作站和 W IN D O W S 软件操作环境
。

从这次展出的展 品来看
,

一些厂家的产品已

经达到这一水平
,

其余的厂家也在着手产品

的更新换代
。

不同的厂家可能采取不同的产

品换代策 略
,

如 T O S H BI A 公司选用 S U N
-

S P A R C 微机工作站和 W IN D O W S 软件取代

了原用的 16 位微机和菜单式软件
,

而有的公

司则推出高性能的
、

运行 W NI D O W S 软件的

图像处理后台计算机
,

其 目的也是要逐渐取

代原有的产品
。

实际上
,

核医学计算机发展

到高性能微机工作站的水平
,

已经足以满足

核医学图像处理的需要
,

用户也无需一味追

求计算机的速度
,

其考察重点应更多地放在

S P E C T 的总体性能和所提供的临床应用软

件的性能上
。

(收稿日期
: 1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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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医学影像诊断常见伪影分析

辽宁省营口 市中西 医结合医院 (营 口
,

1 1 5 0 0 4) 赵立 田 综述 罗锡圭
`

朱承谨的 审校

摘 要 : 核医学影像诊断中常见的伪影按其产生的原因可分为三种 : ①与照相机有关的伪影 ;②

与放射性药物有关的伪影 ;③与患者有关的伪影
。

本文列举了各种常见伪影
,

分析了其产生原因
,

讨

论了其可能的预防措施
。

关键词 : 放射性核素成像 诊断伪影 分析

在 核医学 影像诊断过程 中
,

因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
,

常常会产生一些伪影
,

而 伪影可与

病理改变相混淆
。

为了避免在医疗实践中误

诊
,

作为核 医学 医技人员
,

辩认核医学常见伪

影是十分必要的
。

核医学常见伪影按其产生

的原因
,

一般可分为三种〔`〕 : ①与照相机有关

的伪影 ; ②与放射性药物有关的伪影 ; ③与患

者有关的伪影
。

现就各种常见 伪影
,

分析其

产生原因
,

讨论其可能的预防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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