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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mmog raph y is th e most reliable methed to lesions in the breast. This tech nique can detect small

lesions befo r e clear clinical symptoms appear. It requires high qua lity standa rds, since the contrast betw een no rma l

and patho lo gical ar eas in the br ea st is ex tremely low. To meet this r equir ed of high-quality studies at low dose, high

attention to qua lity contro l is required on the par ts of radio lo gist, radio g raph er and m edical physicist.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qua lity contro l tests, Those a re the minimum set o f tests, which should be ca rried out on an annua l

basis to help a ssur e pr oper mammo g raphic system per 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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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 X射线诊断设备的质量控制

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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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尽管现代放射诊断设备非常先进 ,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运行后 ,它的实际输出有可能发生改变 ,并由此影

响诊断质量或者增加病人及医务人员照射剂量。 为了时刻保证仪器设备的正确输出 ,完善的质量保证计划为此提

供了可能。 本文列举出了普通的 X射线诊断设备常用的质量控制实验实施目的、方法、允许误差等 ,期望对临床实

践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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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病人受照剂量尽可能低的情况下 ,获得具有

充足信息的高质量诊断图像的前提是组织完善的质

量保证计划 ( QAP)。 ICRP(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 )为

医院放射科制定了现行的辐射防护原则 ,即正当化、

最优化和个人剂量限值。这样 ,任何放射实践活动都

必须进行风险 -利益的分析 ,服从 ALA( as lowa s

reasonably achievable)原则 ,即不难达到的最低水

平的剂量限制原则 ,个人剂量要符合国际辐射防护

基本安全标准—— SS ( International Ba sic Safety

Standards for Pro tection)。任何减少病人剂量的措

施 ,也可以减少医务人员的受照剂量。有眼光的当局

应当拟定所有的放射设备目录 ,建立可接受的放射

性工作标准。 所有的正在使用的仪器设备必须进行

强有力的旨在有效的辐射防护和质量控制 ( QC)监

管。这将能确保一旦仪器设备不符合所建立的标准

时能及时地被退换下来。

X射线设备的选择非常重要。购买合同必须包

括说明书和必要的技术指导 ,一旦设备安装好了 ,就

必须进行实验 ,确保设备按照说明书的介绍运行。说

明书介绍的有关设备性能的实验通常生产厂家已经

进行过论证 ,当然 ,这一论证也可由购买者自己进

行。论证实验必须保证是按临床使用要求进行的。一

旦临床上使用这种设备 ,在日常操作中 ,必须时时监

视它的工作性能 ,每六个月或一年进行一次质量控

制实验 ( QCT)。 有一点必须强调 ,已制定的放射性

标准适用于每一次 QCT,一旦实验结果偏离标准 ,

就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

在每一项质量保证 ( QA)测定开始之前 ,有必

要确立放射性设备性能的基准水平 ,这一水平应当

能够全面广泛地说明设备性能特征。这些都必须作

为参考资料记录下来 ,以便将来进行比较。设备的一

些参数值可能会由于日常连续运行而出现与实际不

符的变化 ,这些必须通过 QCT进行修正调节。

1　普通 X射线设备实施 QC所需条件和工具

1. 1　剂量测定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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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剂量测定所使用的放射性测量器应当有较

宽的量程: 它测量剂量的范围必须从 0. 1Gy到 0. 2

Gy ,剂量率范围从 0. 1μGy /s到 0. 2Gy /s, X射线能

量范围从 20keV到 150keV ,所测剂量、剂量率与标

准值偏差小于 1. 0% ,综合不稳定性小于± 10. 0%。

实际上 ,对于高质量设备 ,其综合不稳定性大约是±

3. 0%。 使用者应当熟悉测量器的能量依赖性、方向

依赖性及其他影响仪器读数的因素。

1. 2　千伏电压 ( kV )值测定仪器

kV测定仪应当能够测量所有波型的 kV值 ,并

且其精确度偏差不超过± 3. 0% ,量程为 50～

150kVp,准确性偏差不超过 0. 1kV。用示波器显示

kV波型时 ,垂直方向最大偏离不超过± 2. 0% 。当

与有存储功能示波器联接时 , kV测定仪所得的 kV

波型能够被令人满意地记录下来。

1. 3　X射线曝光定时器

陀螺仪是定时测定 X射线的经典方法 ,它仅适

用于单相和三相 X射线发生器 ,不能用于中高频发

生器。目前这种方法很少使用 ,因为现代放射探测仪

能充分地测量曝光时间。一种固体形状探测仪被特

别推荐用于三相 X射线发生器 ,它能以数字形式保

存信息。在 1. 2节所述的存储示波器也可以用来测

定曝光时间。数字探测仪还可以用于查找失误 ,它可

输出一种与瞬间 X射线剂量率有关的信号 ,这种信

号在曝光时可以作为剂量率分布在存储示波器上快

速显示出来 ,分布图上的不规则性可较好地反映发

生器的功能。 目前市售曝光定时测定仪的准确性误

差不超过± 1. 0%或者± 0. 3ms。

1. 4　显像密度计

显像密度计的测量范围是 0. 0～ 3. 5个光密度

( OD)。为了 QA目的 ,要求重复测量时光密度差不

超过± 0. 01个 OD,准确性不超过± 0. 02个 OD。

1. 5　放射性测量仪

带电离室的有测量整体曝光功能的放射性测量

仪更适于测量漏射线和散射线 ,它具有非常快速的

反应时间和很高的探测效率 ,能够测量出 10
- 10

C /

kg级辐射。

1. 6　铝过滤片

铝过滤片必须有足够的纯度 ( Al含量不小于

99. 8% )。 为尽测量半价层 ( HV L)和球管总过滤厚

度所需 ,要求单一铝片厚度为 0. 5mm和 1. 0mm,总

计厚度为 5. 0mm。

1. 7　准直器和线束调节实验工具

短的弯成 90°角的金属线用于标定光野的边

角。 X射线胶片成像可以论证光野边角与 X射线野

边角的相互关系。另外有一种中空的圆筒状有机玻

璃制成的工具 ,它的上下面的中间各有一个小钢球 ,

两球相距 15cm ,此工具可以检查图像生成平面与 X

射线中心轴的垂直程度。 现有一种专用实验工具可

用于此项检查。

1. 8　焦点实验工具

现有两项技术可以用于确定焦点大小 ,一项是

针孔放大术 ( magnification pinho le)或裂隙成像术

( sli t camera) ,另一项是使用星形模具的最小分辨

距离术 ( star resolution pa ttern)。 这两种方法之间

有良好的相关性 ,在焦点大小超过 0. 6mm时 ,两种

检测结论十分吻合。

1. 9　水模 [检验自动曝光控制 ( AEC) ]

均匀密度、大小为 30cm× 30cm、厚度为 5、 10、

15、 20、 25cm的水模 ,用于检验 AEC,它实际上就是

装满水的有机玻璃箱。

2　质量控制测量

对普通 X射线设备进行的 QC应当包括: X射

线设备的机械和电路安全的检验 ;适用的辐射防护

检验 ; X射线机器本身安全标准和性能的测试。

2. 1　机械和电路安全检验

任何机械不稳定或故障的信号一出现 ,必须立

即进行检查。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制动和按钮的工

作状态、成角刻度的正确显示、球管的固定位置等

等。 对于并非一直在水平地板上使用的可移动便携

式设备更应详细检验上述各项。所有调控开关、按钮

等都应当有清晰的标识。若 X射线设备某一处标识

不清楚 ,就可能使其他人不敢贸然使用该设备 ,此时

应及时更改模糊的标识。通常 ,机械和电路安全检验

至少包括以下部分:

( 1)观察设备可移动部分的异常磨损及特别噪

音 ;

( 2)观察机械安全设施:制动装置、按钮、导轨的

固定性、悬吊装置 ;

( 3)观察开关、把手、操作台的螺栓是否拧紧 ;

( 4)观察刻度、限值及标识的清晰度 ;

( 5)观察电线、电线排设及损坏情况 ;

( 6)检验准直器和照明设施的物理状态 ;

( 7)检验移动联锁装置的工作状态 ;

( 8)检验手动和脚动开关及所控制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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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检验指示灯及其所处位置 ;

( 10)检验球管指示灯及其联锁装置。

2. 2　辐射防护检验

屏蔽、监视器和工作过程是辐射防护所关心的

三个主要部分。供应商提供的辐射防护指导手册中

全面给出了各种情况下的屏蔽厚度。 可移动屏蔽物

如铅屏风、铅围裙、铅手套等的屏蔽效率可作为

QAP的日常检验内容 ,确保减少医务人员受照剂

量。配备有 X射线设备的单位应当负责提供足够的

屏蔽用品和良好的监视器。 要在工作过程中减少病

人及医务人员受照剂量则是放射技术员和放射医师

的职责。辐射防护检验主要包括:

( 1)检查已获许可从事辐射防护管理或 X射线

机器操作人员的工作效果 ;

( 2)检查房间位置 ,室内设计 , X射线球管的安

装及房屋面积 ,含铅的门、墙 ,室内外环境 ,初始射线

束方向等等 ;

( 3)检查病人和工作人员的防护 ,包括个人防护

用品 (如围裙、手套 )、专用含铅眼镜的大小及厚度等

等 ;

( 4)检查工作环境中工作人员的个人辐射剂量

的情况记录、医学情况记录 ;

( 5)检查操作人员所在位置及 X射线机房内球

管的漏射线 ;

( 6)检查放射性警告标识、警告灯光及有关规

章 ;

( 7)检查设备的设计方案 ,如输电线、警示灯、总

过滤等等。

2. 3　性能及安全标准的测试

所有实验的图像、数据及结果都应该记录下来

存档。 对 QAP结果的分析必须由有资格和有经验

的人进行 ,应当公布符合标准的设备的 QA报告和

许可证。万一结果显示偏差超过可接受的范围 ,就应

当在 QA报告中注明不符合要求 ,同时要求生产厂

家对偏差进行矫正。

2. 3. 1　照射野的一致和射线束的调整

准直器能很好地防止对非感兴趣区的照射 ,也

可大量减少散射线对感兴趣区的照射 ,有利于提高

图像质量。如果光野和射线野不一致 ,临床感兴趣区

可能就不能全部在图像上体现出来 ,不得不进行的

重拍势必增加病人受照剂量。如果 X射线束不垂直

于图像接受装置 ,图像就会变形。一旦使用滤线栅 ,

变形则会加大 ,许多详细的信息便会丢失。

所需设备: 可弯成直角的金属线 ,专用准直器与

射线束调整实验工具 ,装有中等感光速度胶片的胶

片盒 ( 20cm× 25cm) ,酒精水准仪 ,直尺。

步骤:

( 1)用水准仪调整工作台 ,确保水平。

( 2)将胶片盒置于工作台中央 ,调节球管与胶片

的距离 ( FFD)为 100cm。

( 3)调整光野大小为 10cm× 10cm ,在胶片盒上

用金属线标出光野的 4个边角 ,将专用的射线束调

整实验工具置于光野中央 ,检验整个系统的水平性 ,

以 50kV、 1mAs的经典参数曝光。

( 4)放大射线野范围 ,二次曝光 ,曝光参数值减

半 ,冲洗胶片。

( 5)选用 20cm× 20cm、 35cm× 35cm的照射野

重复上述过程 ,用冲洗出的胶片比较 4个边角的位

置与 X射线野的关系。

( 6)若用专用的准直器实验工具 ,将工具置于胶

片盒上 ,使光野与实验工具的矩形边缘 ( 14cm×

18cm )吻合 ,再将射线束调整实验工具放在光野中

央 ,确保系统水平 ,以 50kV、 1mAs的参数曝光。

( 7)通过将光野开到最大 ,可以测量 X射线束

的最大面积。

2. 3. 2　球管输出

球管输出是评价 X射线球管及发生器性能的

唯一最重要的参数。 测定球管输出的最好方式是曝

光 ,由于曝光量随球管和发生器的参数如 kV、 mAs

的改变而改变 ,因此这种方法能够提供许多有用的

信息。输出的一致性对临床实践非常重要 ,它要求在

相同参数曝光条件下所得的图像应完全一致。

所需设备: 带电离室的静电测量仪 , kVp计量

器 ,数字式 X射线定时器 ,酒精水准仪 ,直尺。

2. 3. 2. 1　输出的一致性

步骤:

( 1)将静电测量仪、 kV p计量器、X射线定时器

放在 15cm× 15cm照射野中心 ,焦点到工作平台的

距离 ( FTD)为 100cm。

( 2)选用一个固定的 mA、曝光时间及 kV p(如

200mA、 0. 1s、 80kV p) ,将球管焦点尽可能开到最

大 ,曝光 ,记录静电测量仪、 kVp计量器及 X射线定

时器的读数。上述过程重复 5次。

( 3)降低 2档或更多 kVp值 ,选用不同的焦点

大小 ,其他参数不变 ,重复步骤 ( 1)和步骤 ( 2)。

( 4)对每一次测量计算 (μC /kg ) /mAs之值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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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变异系数。

( 5)计算实际 kV值与使用过程中 X射线机器

显示的 kV值之比 ,评价变异系数。

( 6)计算 X射线定时器的均值及其变异系数。

2. 3. 2. 2　 kV输出的变异

步骤:

( 1)将测量仪、 kV p计量器、X射线定时器放在

15cm× 15cm照射野中心 , FTD为 100cm。

( 2)选用固定的 mA和时间 ,如 200mA、 0. 1s,

工作电压选 50kV,尽量开大球管焦点。 曝光 ,记录

静电测量仪、 kVp计量器及定时器的读数 ,计算每

m As的输出 [ (μC /kg ) /mAs ]和实际的 kV。以 10kV

为单位向上增加 ,直到 120kV ,每增加一次 ,在其他

参数不变的情况下 ,重复上述过程。

( 3)在不同的 kV值时 ,选用小焦点 ,其他参数

不变 ,重复步骤 ( 1)和步骤 ( 2)。

( 4)注意实际 kV值和刻度 kV值之间的最大

偏差。

( 5)列出 (μC /kg ) /mAs与 kV之间的关系。

2. 3. 2. 3　管电流输出的变异

步骤:

( 1)将测量仪、 kV p计量器、X射线定时器放在

15cm× 15cm照射野中心 , FTD为 100cm。

( 2)选用固定的 kV和曝光时间 ,如 80kV、 0. 1

ms,选择可行的 mA值 ,尽可能将球管焦点开到最

大 ,记录静电测量器、 kV p计量器及 X射线定时器

的读数。

( 3)选用不同的 m A,在其他参数不变情况下 ,

重复上述过程。

( 4)改变焦点大小 ,其他参数不变 ,重复步骤

( 1) , ( 2) , ( 3)。

( 5)计算每一组测量值的 (μC /kg ) /mAs,评价

其线性系数。

2. 3. 2. 4　时间输出的变异

步骤:

( 1)将测量仪、 kV p计量器、X射线定时器放在

15cm× 15cm照射野中心 , FTD为 100cm。

( 2)选用 80kV、 200mA,记录用 X射线机器最

小曝光时间曝光时 ,静电测量仪、 kVp计量器及 X

射线定时器的读数。

( 3)在整个机器允许的时间范围内 ,逐级增加曝

光时间 ,其他参数不变 ,逐次重复步骤 ( 1) , ( 2)。

( 4)计算实际价值及曝光时间 ,评价 X射线机

器上时间装置的准确性。

( 5)计算每一组测量值的 (μC /k8) /mAs,评价

其线性系数。

2. 3. 3球管总过滤的评价

测定 X射线束的 HV L是评价 X射线束总的等

价铝过滤的可行性方法。必须注意到 ,过小的过滤会

增加病人不必要的照射量 ,在一些病案中 ,如乳房 X

射线摄片 ,太厚的 HV L则可能减少图像中的对比

而影响诊断。

所需设备: 0. 5mm、 1. 0mm厚的铝过滤片 (总厚

度 5. 0mm ) ,带电离室的放射量测量仪 ,半对数坐标

纸和直尺。

步骤:

( 1)将测量仪置于 10cm× 10cm照射野中心 ,与

焦点距离 100cm。

( 2)选用 70kV、 15mAs,曝光。注意最初没有插

入任何铝片时测量仪读数 ,此时读数应是满刻度。如

果存在值得关注的差异 ,则应调整曝光参数或者测

量仪的检测设置 ,直到测量仪读数满刻度。

( 3)插入 0. 5mm厚铝片 ,重复上述测量过程。

继续插入 0. 5mm或 1. 0mm的铝片测量 ,直到测量

仪读数减少到初始读数的一半。此时总铝过滤层厚

度大约 4. 0mm。

( 4)取出所有铝片 ,校验无过滤层时测量仪读

数。

( 5)以所测曝光量为对数坐标 ,过滤层厚度为直

线坐标 ,在半对数坐标纸上描绘曲线 ,评估 HV L。

( 6)参照公开数据 ,评价总过滤层。

( 7)以 80kV、 100kV ,其他参数不变 ,重复步骤

( 1)至步骤 ( 6)。 评价总过滤。

2. 3. 4　焦点大小的测定

小焦点得出的 X射线图像有更高的清晰度。焦

点的大小可用针孔放大术 (或裂隙成像术 )或者最小

分辨距离的原理来测定。 识别图像上最小距离的能

力是由球管中靶的大小所决定的。在对胸部、腹部等

人体较大部位连续 X射线成像时 ,焦点的大小尤为

重要。为了确保焦点大小及形状在电子束对靶长期

轰击下不发生改变 ,对焦点大小作定期测定很有必

要。针孔术和最小分辨距离术的正常焦点大小为 0.

6mm至 2. 0mm ,针孔术和最小分辨距离术所得结

果误差多半在 20%至 80%。

2. 3. 4. 1　最小分辨距离技术—— 棒形实验模具

( bar test pa 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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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设备:焦点实验专用工具中的棒形实验模

具 ,无增感屏的内装感光速度中等的 20cm× 25cm

胶片的胶片盒 ,酒精水准仪 ,铅皮 ,放大镜和直尺。

步骤:

( 1)将胶片盒放在水平台上 ,棒形模具置于胶片

盒上 ,使之与球管射线中心轴垂直 ,参照指导手册上

推荐的获得最佳放大倍数所需 ,选定 FTD

( 2)对于三相发生器 ,以 70kV、 40mAs条件曝

光 ;对于单相发生器 ,以 70kV、 80mAs条件曝光。

( 3)如有可能 ,用同样型号胶片 ;对不被曝光部

分给予足够的屏蔽 ;改变焦点大小 ,重复上述过程。

( 4)冲洗胶片。用放大镜观察胶片上棒形模具图

像 ,确认所有同一组中 6条棒的垂直线和水平线能

被清楚地分辨出。

( 5)参照实验工具生产厂家提供的表格 ,导出相

应的焦点大小。

( 6)当焦点小于 0. 8mm时 ,必须选用更高的放

大倍数 ,在焦点测量工具下方放置隔离物来测定焦

点大小。

2. 3. 4. 2　最小分辨距离技术—— 星形实验模具

( Star test pat tern)

星形实验工具有好几种 ,下面仅介绍其中一种 ,

但其他几种也很有用。

所需设备:星形实验模具 ,装有高分辨增感屏或

用纸板包裹着胶片的胶片盒 ,模具定位块。

步骤:

( 1)胶片盒置于 X射线照射台 , FTD取 100cm ,

球管中心与胶片盒中心相吻合。

( 2)用隔离架将星形模具安置在焦点与胶片中

间各相距 50cm处 ,确保模具面与胶片盒面平行 ,与

球管射束中心轴垂直。为了适应不同焦点大小 ,这一

距离依据厂家说明可能有所变化。

( 3)调整射线束 ,确保其中心穿过模具中心。

( 4)以 55kVp及足够的 mAs曝光 ,使图像有较

好的对比。冲洗胶片。

( 5)在胶片图像上测量模具直径 H在实物上测

量模具直径h,则放大倍数 M= H /h。然后 ,在图像上

测量最宽处两侧模糊区域的距离 D。 星形模具轮辐

间夹角θ°,则焦点大小 F可由下列公式导出: F= θ°

cD /180(M- 1)。

2. 3. 5　漏射线的测量

为了保护在 X射线设备周围的工作人员 ,必须

保证漏射线不超过许可值。 用于诊断目的的每一个

球管必须围封在包鞘内 ,以使来源于放射源的漏射

线在离源 1. 0m处的照射率不超过 2. 58× 10- 5
C /

kg· h。

所需设备: 带电离室的放射性测量仪 ,铅块 ,米

尺 ,支架 ,温度计 ,湿度计 ,气压计。

步骤:

( 1)将 X射线设备的支持系统的开关打到“开”

的位置 ,预热。

( 2)将测量仪面向 X射线球管放在平台上 ,

FTD取 100cm。

( 3)将测量仪开关打开 ,预热 ,调整好指针位置

(参照指导手册 )。

( 4)关闭准直器或者用铅块密封照射窗。

( 5)将球管设置到最大照射量输出位置 (参照指

导手册 ) ,曝光 ,记录测量仪读数。

( 6)将测量仪分别置于离球管 1. 0m处的不同

地方 ,如左、右、上等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 ,重复

步骤 ( 1)至步骤 ( 5)。

2. 3. 6　图像质量的检验

成像系统的性能可用最小距离分辨能力来判

断。 这个能力会由于前面述及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

降低。这样 ,定期检验成像系统的分辨能力确保图像

质量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所需设备: TO R( RAD)或 TOR( CDR)体模 ,

1. 0mm厚铜过滤片 ,胶片盒 ,增感屏 ,直尺和密度

计。

步骤:

( 1)将装有胶片的胶片盒放在 X射线平台上 ,

体模放在胶片盒上。 实验必须确保使用相同的胶片

盒、增感屏和同一型号的胶片。

( 2) FTD取 100cm ,使 X射线束中心正好穿过

体模中心 ,调整射线束边缘。

( 3)曝光 ,使胶片光密度大约为 1. 5。 为此必须

进行以下 4次曝光实验: ① 50kV p,最小焦点 ;②

50kVp,最大焦点 ;③ 70kVp,最小焦点 ,附加 1. 0mm

铜过滤片 ;④ 70kV p,最大焦点 ,附加 1. 0mm铜过滤

片。

( 4)冲洗胶片 ,观察胶片 ,评价:①在 50kVp曝

光时 ,最小分辨距离 ;②在 70kVp曝光时 ,低对比的

探出能力 ;③在 70kVp曝光时 ,细微景像的探出能

力 ;④若需要评价灰雾水平、感光速度及对比情况 ,

应当用 70kVp曝光图像。

2. 3. 7　自动曝光控制 ( A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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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C系统的电离室、光电管的性能必须进行校

验 ,其目的是检验胶片 OD的稳定性 ;评价令人满意

的对胶片性能很好控制的操作 (自动操作 ) ;检验由

于 kV值变化情况下胶片 OD的稳定性 ;检验由于

病人躯干厚度不同时胶片 OD的稳定性。

所需设备:均匀密度体模如水模 ,装好胶片并附

有正常感光速度增感屏的胶片盒 ,放射性测量仪 ,密

度计。

步骤:

( 1)在胶片盒架上放置一个带复合增感屏的胶

片盒 ,其上置测量仪 , FFD取 100cm , X射线束穿过

测量仪中心。

( 2)将水模放在胶片盒上方 ,于球管与测量仪之

间。调节射束大小 ,使射束每侧外缘均超过水模周边

2. 0cm。水模厚度由 kV值、胶片及增感屏的情况决

定。

( 3)选择标准电流设置 ,大约 200m A。

( 4)密度控制设置为零 ,暗室 1曝光 ,暗室 2曝

光…… ,直至所有暗室均一一曝光。胶片冲洗后比较

OD。

( 5)选择最常用的暗室 ,将密度控制设置为零 ,

曝光。 逐步改变密度控制设置值 ,重新装入胶片 ,曝

光。

( 6)依据手册提供的数据 ,选用不同的 kV值和

病人的厚度值 ,及时更新胶片 ,一一曝光 ,比较冲洗

后胶片的 OD,以此校验放射性密度的稳定性。

2. 3. 8　 DAP( dose a rea product )检验

所有待用的 DAP剂量计都要事先送去在标准

X射线机器上刻度。然而 ,对于绝大多数机器来说彼

此性能都不完全一样 ,因此确保用 DAP对每一部

经常使用的机器进行刻度检验是十分必要的。

所需设备: 标准电离室 ,装好胶片的胶片盒 ,温

度计 ,气压计 ,已刻度的 DAP剂量计。

步骤:

( 1)用胶片精确测量 X射线束的大小。为了保

证来自电离室数据的准确性 ,精确测量射束区域大

小十分重要。

( 2)开始用 DAP剂量计记录 ,检验专用频道上

的读数 ,至少 5分钟 ,观察有何倾向 ,其中的差异不

能超过± 0. 01。

( 3)为了制作一个精确刻度的 DAP剂量计 ,建

议使用次级标准电离室。

( 4)取 80kV、 l00mAs值曝光。
( 5)依据标准仪器读数 ,计算标准 DAP值。

( 6)记录 DAP剂量计读数。

( 7)为了增加刻度的可信性 ,有必要选用不同参

数值进行多次曝光。

( 8)评判刻度因子 (标准 DAP值与 DAP剂量

计读数的平均比率 )。

3　结束语

对诊断用 X射线设备进行检验可确保射线的

有效使用、辐射的最优化以及为提供高质量的健康

服务作出贡献。 这些设备的可靠性能可有效地减少

重复进行放射检查 ,降低对工作人员及公众不必要

的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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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lity Control for General X-ray diagnostic Equi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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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the radiodiagno sis equipment is advanced, the actual output magbe changed when it ha s w orked

fo r some time. This may affect the qua lity o f x-ra y o r lead to cases of unnecessa ry radiation expo sure to w o rkers

and pa tients. In o rder to ensur e the proper output, the qua lity assurance pro g ram should be o rg anized. In this

pape r, th e purpo se , procedures, acceptable v a ria tions of the quality contro l fo r g ene ral X-ray equipment ar e listed

and they will be useful to clinic practice.

Key words: 　 radiodiagno sis;　 quality assurance;　 quality contr ol

43国外医学· 放射医学核医学分册　　 2000年 第 24卷 第 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