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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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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仪器 射线数字探测器
阵列制造特征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射线数字探测器的仪器与器件、校正对比和标准操作、检测方法、结果计算及分析等

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数字面阵列探测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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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TME1742 射线照相检验规程(Standardpracticeforradiographicexamination)

ASTME1815 用于工业辐射照相底片系统分类标准测试方法(Standardtestmethodforclassifi-
cationoffilmsystemsforindustrialradiography)

ASTME2002 放射学中测定总图像不清晰度的标准规程(Standardpracticefordetermining
totalimageunsharpnessandbasicspatialresolutioninradiographyandradioscopy)

ASTME2446 计算辐射照相系统的长期稳定性(Standardpracticeformanufacturingcharacter-
izationofcomputedradiographysystem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探测器阵列系统 digitaldetecterarray(DDA)system
将电离辐射或穿透辐射转化为模拟信号的离散阵列的电子装置。然后将这些数字化的模拟信号传

输到计算机,并按照与计算机驱动方法的输入区域相对应的辐射能谱数字图像形式显示。

  注:电离辐射或穿透辐射转化为电子信号的首要步骤是通过使用闪烁材料电离辐射或穿透辐射转化为可见光。这

些装置的速度范围,从若干秒生成一幅图像,直到一秒生成若干幅图像,最快达到或超过实时射线透视的速度

(通常为30帧/s)。

3.2 
信噪比 signal-to-noiseratio;SNR
信号强度的平均值与噪声强度的标准偏差之比,取决于辐射剂量和数字探测器阵列系统的性能。

3.3 
对比度-噪声比 contrast-to-noiseratio;CNR
两个图像区域平均信号电平差与信号电平的标准偏差之比。

  注:在这里的应用中,上述的两个图像区域分别为阶梯楔槽和基材。基材强度的标准偏差是噪声的衡量标准。

CNR取决于辐射剂量和数字探测器阵列系统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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