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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中的应用价值 
朱葳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淮北  235000） 

摘要：目的：分析医学影像中使用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术的应用效果。方法：研究对象为某医院在 2022.2-2023.8 期间使用全数字化 X 线

影像技术检查的 750 例患者，其中 240 例实施间接数字化 X 射线摄影系统（CR）检查、290 例实施直接数字化 X 射线摄影系统（DR）检查，

220 例实施数字化胃肠机摄片检查，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的医学影像检查情况。结果：CR 检查、DR 检查、数字化胃肠机摄片检查对应的

优良率分别为 99.58%、98.62%、99.54%，整体优良率达到 99.20%。影像学检查出现质量不佳的原因同设备因素、成像参数设置、环境因

素、操作因素、患者因素等有关。结论：在医学影像中合理使用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术可发挥其应用价值，并可保证成像质量，实际在操

作中需要从多方面加强管理，消除相关因素对成像质量的影响，更好地依靠成像质量为医学影像分析与评价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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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医疗水平的持续进步与发展，医学影像学技

术同样也在发展和提高，常规的X线摄影已经逐步被全数

字化X线影像技术所取代，且在临床中的作用与重要性也

日益明显[1]。医生通过对患者进行医学影像检查与分析，

可结合医学影像资料为不同患者制定针对性的诊疗方

案，有助于帮助患者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改善预后。与

常规X线影像技术相比，全数字化X线影像技术在应用中

的优势更明显，并使得全数字化X线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

中 得 到 广 泛 应 用 。 本 文 通 过 回 顾 性 分 析 某 医 院 在

2022.2-2023.8期间使用全数字化X线影像技术检查的750

例患者资料，以为全数字化X线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中的

应用提供参考，推动现代医学影像的发展。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某医院在 2022.2-2023.8 期间使用全数

字化 X 线影像技术检查的 750 例患者，性别方面：男性

430 例、女 320 例，年龄 20 岁-76 岁，平均年龄（48.54

±10.28）岁。根据不同患者的疾病类型以及诊断要求合

理选择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术，其中 240 例患者实施 CR

检查、290 例患者实施 DR 检查，220 例患者实施数字化

胃肠机摄片检查。不同受检者应用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

术检查的影像资料均有记录。 

1.2 方法 

本 研 究 中 不 同 患 者 使 用 的 是 东 芝 MRAD-D50S 

RADREX 全数字化多功能 X 线摄影系统，包括 CR、DR、

数字化胃肠机。检查前保证所使用的仪器设备能够正常

工作，并结合不同受检者的检查内容，提前告知其检查

配合要点、注意事项等。保证全数字化多功能 X 线摄影

系统处于合适的检查条件下，输入不同受检者的相关信

息，如姓名、性别、年龄、ID 号等。按照不同受检者的

检查部位、检查内容等，调整并设置不同仪器参数，然

后对患者相关检查部位予以检查，检查完成后保存不同

受检者的影像学资料信息，分析获取的影像学信息用于

疾病的辅助诊断、治疗，评价不同影像学资料的整体质

量。 

1.3 观察指标 

（1）不同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术对应影像资料的质

量情况，在具体评价中主要结合影像资料中病灶位置、

大小、形态、数量、密度等清晰程度，有无人工伪影，

是否满足临床诊断要求而作出评价，如果影像学资料清

晰，无人工伪影，临床诊断价值较高则为优；如果影像

学资料清晰度一般，有人工伪影，但是能够基本满足临

床诊断，则为良；如果影像资料模糊，有明显的人工伪

影，无法用于临床诊断，则为差[2]。优良率=（优人数+

良人数）/总人数×100.00%。 

（2）影像资料质量不佳的原因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使用 Excel、SPSS21.0 统计学软件，本文研

究数据为计数资料，用（ %，n ）表示。 

2 结果 

2.1 影像资料质量评价情况 

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术对应的影像资料优良率较

高，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 不同影像资料质量评价结果[n（%）] 

检查方法 例数 优 良 差 优良率 

CR 240 236（98.33） 3（1.25） 1（0.41） 239（99.58） 

DR 290 280（96.55） 6（2.06） 4（1.37） 286（98.62） 

数字化胃肠机 220 212（96.36） 7（3.18） 1（0.45） 219（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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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50 728（97.06） 16（2.13） 6（0.80） 744（99.20） 

2.2 影像资料质量不佳的原因分析 

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术在应用期间共有 6 例患者的

影像资料质量较差，影像资料较差的原因主要有设备原

因、参数设置原因、环境原因、操作原因以及患者原因。 

3 讨论 

检查是疾病诊断与治疗的基础，长期以来，X 线检

查方法在临床不同科室中应用较多，并具有简单、快速、

价格低廉等优势，能够为部分疾病的诊断提供参考，但

是其局限性也较明显，比如 X 线检查方法在应用期间容

易出现局部重叠，而且无法区分密度相近的组织，且检

查中影响因素较多，造成部分影像资料质量出现失真，

无法发挥诊断作用或者影响到诊断的准确性[3]。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术

逐步在影像学科检查中得到应用。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

术相对于传统 X 线检查方法，存在更多的应用优势，比

如检查中可获取高分辨率图像，使得图像质量更清晰，

有利于从更多细节方面作出疾病诊断；辐射剂量 减少，

具有快速成像以及快速处理优势，能更快的得到影像资

料与诊断结果，减少就诊者的等待时间，提高服务效率[4]；

数字化 X 线影像技术在应用期间可借助计算机完成拍摄

影像资料的数字化保存，并为后续影像图像使用计算机

处理、分析等奠定基础，还能更好地实现影像资料的利

用。运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术的不同图像处理、分析功

能，多角度为影像资料分析以及疾病诊断提供依据，即

针对获取的影像资料，在部分资料质量欠佳的情况下可

借助后处理技术完成补救，保证得到的影像资料能够用

于临床诊断，发挥作用。比如 DR 检查后如果曝光不足

或曝光过度都会对影像资料产生影响，通过后续调整窗

位、窗宽等，可提升影像资料的质量，发挥其在疾病诊

断方面的价值[5]。 

根据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术在临床的应用报道，胃

肠道疾病诊断中通过使用数字化胃肠机的使用，能够观

察到胃肠道的相关细微病变，还能进行动态采像，整个

检查更加便捷、高效，还能保证诊断准确率[6]。本研究中

通过分析全数字化 X 线影像技术在医学影像中的应用价

值，其中 CR 检查影像资料优良率达到 99.58%，DR 检查

影像资料优良率达到 98.62%，数字化胃肠镜影像资料优

良率达到 99.54%，整体优良率达到 99.20%，证明全数字

化 X 线影像技术能够保证较高的影像资料优良率，有较

高的影像资料优良率是发挥其诊断价值的关键。检查中

还存在 0.80%的影像资料较差，无法在疾病诊断中发挥

作用，造成影像资料质量较差的原因也较多，在设备原

因方面，可能因为 X 线发射器的稳定性、均匀性出现异

常，并影响到最终图像质量；在成像参数设置不当，在

检查过程中如果不能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在设备曝光

时间、管电压、管电流等参数设置不合理的情况下，会

使得图像对比度、清晰度等受到影响，影响到最终图像

质量[7]；此外，环境因素、操作人员因素、患者因素等同

样也可能对影像学资料质量产生影响，比如环境中存在

的电磁干扰会造成图像中出现伪影；操作人员技术不熟

练，可能造成图像曝光不足，影响图像质量；患者胃肠

道检查前如果未注意饮食，可能因为肠内容物较多而影

响到检查质量，影响到对疾病的判断。在全数字化 X 线

影像技术应用期间，需要结合可能的影响因素做好全面

管理，保证医学影像质量。 

综上所述，在医学影像中合理使用全数字化 X 线影

像技术可发挥其应用价值，并可保证成像质量，实际在

操作中需要从多方面加强管理，消除相关因素对成像质

量的影响，更好地依靠成像质量为医学影像分析与评价

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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