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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YY/T1766《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图像质量评价方法》的第3部分。YY/T1766

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1部分:调制传递函数评价;
———第2部分:低对比度分辨率评价。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医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医用X射线设备及用具分技术委员会(SAC/TC10/SC

1)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西门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辽宁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院、航卫通用电气医疗

系统有限公司、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软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飞利浦医疗(苏州)有限

公司、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明峰医疗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宽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田毅、孙智勇、汪洋、魏东、李翔、周培、梁铁城、刘智博、徐丹、王斌、邢占峰、

李硕、曹晨、曾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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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图像质量评价是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CT扫描装置)相关标准化工作的重要任务。尤其在

CT技术日益发展的今天,对于CT扫描装置成像的评价方式已经由基于平面内结构化成像进行主观判

断,步入针对各向同性、包含结构及功能信息的成像进行主客观结合、引入量化评价的新阶段。

YY/T1766作为CT扫描装置图像质量评价的方法标准体系,旨在确立相关图像性能及成像方式的标

准化评价方法,当前已发布及制定中的标准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第1部分:调制传递函数评价。目的在于确立CT扫描装置空间成像分辨率的评价方法。
———第2部分:低对比度分辨率评价。目的在于确立CT扫描装置成像低对比度的绝对评价方

法,以及CT扫描装置适用降低剂量技术时,评价低对比度分辨率可比性的客观评价方法。
———第3部分:双能量成像与能谱应用性能评价。目的在于确立CT扫描装置进行双能量成像,或

基于相应采集模式得到的图像或数据进行能谱应用时,相关图像性能的评价方法。
与常规CT成像方式相比,CT双能量成像以及能谱应用可以提供更多的临床诊断信息,并可以在

特定场景下进一步优化图像质量。经过近年来充分的临床科研与实践积累,CT双能量成像及能谱应

用(如虚拟单色图像等)的临床价值已得到了放射学界的广泛认可,逐步进入临床应用的标准流程以及

特定疾病的临床诊疗指南中。
同时,随着CT成像技术的发展,多样化CT双能量成像模式以及能谱应用也被越来越多的CT产

品所采用。然而,由于相关技术实现方式的多样性,目前尚无统一的性能评价方法和标准。关于CT双

能量成像相关的图像质量、剂量水平以及相关定量功能的评价方法,需要标准化、规范化。
基于上述现状,本文件给出了针对CT双能量成像与能谱应用的标准化性能评价方法。一方面,可

以推动建立针对CT产品或相关后处理软件产品的双能量成像性能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为临床中

采用不同CT产品或能谱成像软件产品进行相关应用时,提供模式选择与参数调整的方法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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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
图像质量评价方法

第3部分:双能量成像与能谱应用性能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以下简称CT扫描装置)进行双能量成像以及能谱应用的

性能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全身及专用CT扫描装置,包括为放射治疗计划提供图像数据的CT扫描装置,但不包

括口腔CT扫描装置或具有三维成像功能的血管造影及移动C形臂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9706.244—2020 医用电气设备 第2-44部分: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

专用要求

GB/T10149 医用X射线设备术语和符号

GB/T19042.5—2022 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 第3-5部分: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成

像性能验收试验与稳定性试验

YY/T1766.1—2021 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图像质量评价方法 第1部分:调制传递函数评价

YY/T1766.2—2021 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图像质量评价方法 第2部分:低对比度分辨率

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GB/T10149、GB9706.244—2020、GB/T19042.5—20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CT单能量成像 singleenergyCTimaging
使用CT扫描装置,获取单个能谱对应的数据,用于图像重建和处理的成像方式。
注1:此处的“能谱”即传统物理学意义上的能量分布。

注2:通常基于单一管电压、单一滤过、能量积分型探测器完成。

注3:常规CT扫描装置成像通常是单能量成像。

3.2 
CT双能量成像 dualenergyCTimaging
使用CT扫描装置,在一次双能量成像过程中获取两种能谱对应的数据,用于图像重建和处理的成像

方式。
注1:此处的“能谱”即传统物理学意义上的能量分布。

注2:不同能谱数据可通过基于射线源、滤过以及探测器等技术方式产生并获取,当前CT双能量成像的技术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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