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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GB／T19042的本部分是等同采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61223-3-1：1999《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

行试验  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X射线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编写规则也与

之相同。

    本部分是《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总标题下的验收试验系列标准的第1部分，其他部分

名称预计如下：

    1．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  第3-2部分：乳腺摄影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

    2．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  第3-3部分：数字减影血管造影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

试验。

    3．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  第3-4部分：牙科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

    本部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均为资料性附录。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为便于使用，本标准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原文中用小一字号大写字母印刷的术语，本标准中以小一号黑体字代替；

    b)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

    c)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d)  引言中所述有关星号的位置，为便于编辑，由“左”边改为“右”边；

    e)  附录D“有关5．2X射线管电压”原文中50．102．1，有误，改为50．103．1。“有关5．6确透视比

释动能的线性和重复性”原文中50．101，有误，改为50．102．2；原文中50．101．1，有误，改为

50．102．1。

    本部分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医用X线设备及用具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沈阳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牟莉、陈勇、屈艳、李宝良。



    引言

    本部分是医用成像部门使用的对子系统和系统(如诊断X射线设备)包括洗片机的验收试验和稳

定性试验方法系列标准的一部分。

    本部分中某些规定和说明需要补充资料，这些补充资料见附录D，条款或分条款右边的星号表示补
充资料。



    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

第3-1部分：

X射线摄影 和透视 系统用X射线

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

    1  范围和目的

    1．1  范围

    GB／T19042的本部分适用于使用X射线摄影和X射线透视系统的影响诊断X射线系统的图像

质量和患者剂量的X射线设备的组成部分。

    本部分适用于下列医用诊断X射线设备及附属设备验收试验的X射线设备性能。

    ——X射线摄影设备，如：
    ·  固定式X射线摄影设备；

    ·  移动式X射线摄影设备；

    ·  头颅X射线摄影设备；

    ·  胸部X射线摄影设备；
    ·  体层摄影设备——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除外；

    ·  X射线透视设备中的X射线摄影装置(点片装置)；

    ·  血管造影设备(数字减影功能除外)；

    ·  电影X射线摄影设备；

    ——X射线透视设备，包括：

    ·  兼有X射线摄影和X射线透视的设备。
    本部分适用于X射线的发生和数字系统附件，不适用于任何上述诊断X射线设备数字图像的采集和

图像处理部分。
    注：由于数字探测器和洗片机的特性仍在研究中，这方面将在本部分再版时叙述。

    本部分不适用于乳腺X射线设备，放疗模拟机及牙科X射线设备。

    1．2  目的

    本部分规定：

    a)  与成像性能和患者剂量有关的描述X射线设备特性的参数；
    b)  涉及有关参数的测量值是否符合规定允差的试验方法；

    这些方法主要依赖于非介入式测量，使用合适的测试设备在安装期间或安装后进行。

    在制造商现场或安装过程中签署的涉及产品测试步骤的报告可作为验收试验的一部分。
    目的是验证该设备有关图像质量和患者剂量的技术条件是否符合要求，检测与技术要求不一致的

功能缺陷。

    本部分未规定调研中的参数允差。也不考虑：
    c)  机械和电气安全方面；

    d)  机械、电气和软件性能，除非直接影响图像质量和患者剂量的性能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19042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GB9706．1—1995  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通用安全要求(idt IEC60601-1：1988)

    GB9706．3—2000  医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诊断X射线发生装置的高压发生器专用安全要求

(idt IEC60601-2-7：1998)

    GB9706．11—1997  医用电气设备  第2部分：医用诊断X射线源组件和X射线管组件安全专

用要求(idt IEC60601-2-28：1993)

    GB9706．12—1997  医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安全通用要求三．并列标准诊断X射线设备辐射

防护通用要求(idt IEC60601-1-3：1994)

    GB／T17006．1—2000  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  第1部分：总则(idt IEC61223-1：

1993)

    YY0062—1991  X射线管组件固有滤过(idt IEC60522：1976)

    YY／T0063—2000  医用诊断X射线管组件-焦点特性

    IEC60417-1：1998  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1部分：概述和应用

    IEC60580：1977  面积曝光积测量仪

    IEC60788：1984  医用放射学——术语

    IEC60878  医用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IEC61267：1994  医用诊断X射线设备——测定特性时用的辐射条件

    ISO2092：1981  轻金属及其合金——根据化学符号设计的编码

    3  术语

    3．1  要求的程度

    ——“应”(shall)：表示符合本部分的强制性要求。

    ——“宜”(should)：表示只有很强的推荐性，但不是强制性。

    ——“可以”(may)：用来说明为达到某项要求所容许的方法。

    ——“特定的”(specific)：用以表示本部分中或参考其他标准所叙述的确定的信息，通常与专用操

作条件，试验方法或符合标准值有关。

    ——“规定的”(specified)：用以表示制造商随机文件中或正在研究中的设备有关的文件所叙述的确

定资料，通常涉及其预定的用途，或与确定一致性试验有关的参数或条件。

    3．2  术语的使用

    原文中用小一字号大写字母印刷的术语，本标准中以小一号黑体字代替。

    3．3  定义的术语

    3．3．1

    伪影  artifact

    图像中明显可见的，既不体现物体内部的结构，也不能用噪声或系统的调制传递函数来说明的纹理。

    3．3．2

    线对分辨率  line pair resolution

    规定条件下影像中可识别的规定线组试验图形影像的最高空间分辨率，单位lp／mm。

    注：线对分辨率在此用作空间分辨率的实用替代。



    3．3．3

    低对比度分辨率  low contrast resolution

    均匀背景条件下能够分辨的规定形状和面积的最低的对比度细节物。

    3．3．4

    辐射输出  radiation output

    离焦点某一给定距离的原发X射线束每电流时间积的空气比释动能(mGy／mAs)。

    3．3．5

    透射比释动能(透射比释动能率)  transmission kerma(transmission kerma rate)

    规定的衰减层之后X射线束中心的空气比释动能(空气比释动能率)。

    4  验收试验概述

    4．1  试验过程中应考虑的一般条件

    验收试验的目的是证实设备规定的特性在规定允差内，某些要求由法规强制规定，其他一些要求及

技术条件可以在合同中或供应商提供的样本中或其他标准中做出规定。例如：GB9706标准的规定。

    按本部分进行验收试验前，根据制造商提供的文件对设备进行安装、调试。

    应收集被试设备清单、随机文件和试验报告，每项应标识其型式、型号和序列号，全部清单应与合同进

行对照。

    带增感屏的摄影暗盒、X射线摄影胶片和胶片处理是成像系统必不可少的部件。用户有责任说明这

些部件是根据X射线摄影胶片和X射线增感屏的制造商提供的信息，例如：关于灵敏度，对比度和无伪影，

在可接收方式下运行。

    验收试验建议采用非介入式测量，如果介入试验为程序的一部分，试验后应将设备恢复到试验前状态。

    4．2  文件及试验数据

    需要下列文件：

    ——GB9706适用部分的符合性声明；

    ——订购设备或设备部件清单和实际交货清单；

    ——买卖双方商定的性能技术参数；

    ——制造商现场试验结果或安装过程中涉及重要项目质量如焦点标称值；

    ——使用说明书，包括设备操作指南；

    ——医用X射线设备实际操作条件细则，可能对试验范围或设备性能形成局限性，如果某些功能失

去了，仅测需要使用的那些；

    ——维护程序规定的程度和频次指南；

    ——适用的前次测试报告；

    ——订货合同和验收试验期间的一致同意的技术修改清单。

    4．3  试验条件

    鉴别不同试验类别：

    ——目测；

    ——功能试验；

    ——系统性能；

    ——可变值不确定度的检查。

    可以使用的测量布局见图1、图2所示。

    图1包括透射比释动能KT或透射比释动能率{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1.jpg}T测量布局及X射线影像接受器空气比释动能KB或X射

线影像接受器空气比释动能率{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1.jpg}B及它们所获得的试验参数。



    图2包括试验几何尺寸和分辨率的测量布局。

    图1图2仅显示布局，可根据设备的操作方式进行直位或水平位试验，图中的每个部分不是每项试

验都必需的。

    X射线野尺寸应为每一测量所要求的最小尺寸。

    附加衰减层和比释动能计(比释动能率计)探测器间的距离应不小于250mm。
    注：散射线辐射效应见4．5．4。

    试验应合理地给出显示操作者可接触变量的全部范围性能的必要信息。

    应记录所有有关数据，如试验中的X射线设备的标识、所用试验设备的标识、几何尺寸的调整、操

作特性、校正系数和附属设备(如片、屏、洗片)的试验结果等。记录应包括地点标识、日期和执行试验人

员的姓名。

    4．4  试验参数

    以下为验收试验项目：

    ——设备的标识；

    ——文件检查；

    ——目测和功能测试；

    ——X射线管电压；

    ——电流时间积；

    ——加载时间；

    ——X射线束范围指示和限制；

    ——焦点；

    ——总滤过；

    ——辐射输出；

    ——透射比释动能(透射比释动能率)；

    ——自动曝光控制功能；

    ——衰减系数；

    ——空气比释动能(空气比释动能率)；

    ——X射线影像增强器入射面的空气比释动能(空气比释动能率)；

    ——线对分辨率；

    ——低对比度分辨率；

    ——光密度(自动曝光控制试验)。

    附录B列出上述条目的一些符号和单位。

    4．5  试验设备包括体模(衰减器件)和试验器件

    4．5．1  概述

    验收试验用的测量设备应是经过检定的(例如：如果适用根据国家或国际条例校正)。

    测量仪器的不确定度应小于测量参数规定允差的三分之一。

    4．5．2  高压测量仪器

    高压测量仪器应在规定范围内测量X射线管电压值，直接或间接测量仪器均可使用。

    4．5．3  比释动能计

    比释动能计(比释动能率计)应在所要求的准确性下对被测系统有足够的空气比释动能(空气比释动

能率)测量范围，而且应在所应用线束质量下被校正过。可以采用法定条例要求使用的其他剂量单位。

    4．5．4  体模(衰减器件)和试验器件

    体模及试验器件可由衰减层(试验物的体模部分)和／或构成元素(试验物的试验器件部分)组成，后

者可组合或单独排列。



    下列要求适用：

    a)  外部尺寸

    体模外部尺寸应至少大到在所适用试验条件下足以遮挡全部射线束，见图1和图2。

    b)  衰减和硬化

    体模的衰减层应是纯度至少为99．5％的铝(ISO2092规定的99．5Al)，材料厚度为25mm±

0．5mm，见IEC61267。

    某些，但不是所有的，试验需要附加约为1．5mm铜均质的衰减层。

    低原子序数材料(例如组织等效材料)的体模，如10cm，15cm或20cm水，用于试验自动曝光

控制功能。

    对于某些试验需要铅皮(1mm～2mm厚)做成铅罩或用于防护直接和间接辐射。

    c)  不同测量布局的散射效应

    在所有试验中应注意将散射线降为最少，如果散射线有可能明显地影响测量，应确定校正系

数，并用于计算结果。

    d)  限束试验器件

    限束试验器件应包含作为标志性元素用于测试X线束准直和X射线束范围指示的构成元素和

间隔为1cm的辐射吸收材料制成的矩阵。

    这些构成元素的材料和布局不宜影响自动曝光控制功能。

    e)  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

    该试验器件应包含厚度为0．05mm铅的线组试验图形和本身频率为0．6lp／mm到5．0lp／

mm的栅组，相临栅组间的级差小于或等于20％。外形尺寸为，比如55mm×65mm；见图3。

    细节物直径的确定应确保其分辨率不会因X射线影像增强器——电视系统(成像系统)的频率响

应而增强或降低。示例见附录C。

    f)  低对比度分辨率试验器件

    可用于测量低对比度分辨率的器件有许多。如果测量了这些参数，应记录其结果并描述所用试

验器件。

    细节直径的确定应使分辨率不受X射线影像增强器——电视系统(成像系统)的频率响应的增强

和降低的影响。示例见附录C。

    4．5．5  镜片

    应备有放大镜，通常放大率为2倍至6倍。

    4．5．6  密度计

    密度计的光密度范围应为0～3．5。

    4．5．7  体层摄影X射线设备附加检测及试验器件

    需要下列试验器件：

    ——测试层高调节的试验器件

    钻有固定间隔孔的金属板托架，(或带有附加孔的上述试验器件，见图4)其测试模型短轴至患者支架

平面的倾斜角为20°至45°。测试模型每排的孔在高度方向间隔应为1mm。

    ——体层摄影运动试验器件

    针孔光阑用于显示体层摄影运动情况；

    ——体层摄影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

    厚度为0．05mm和0．10mm铅的线组试验图形和本身频率为0．5lp／mm到4．0lp／mm的栅组，

相临栅组间的级差小于或等于40％。外形尺寸为，比如42mm×110mm；见图4。

    4．6  试验结果的评价

    无论何时，如果未达到规定的限值或允差至少要进行两次附加测量来验证该结果。



    评价有关限值(上限或下限)结果时，应考虑测量中的不定因素。

    5  X射线摄影设备试验方法

    5．1  目测和功能试验

    5．1．1  要求

    X射线设备的操作和功能应与所规定的一致。

    所有操作者允许的控制应以图形符号表示，例如：GB／T5465．2—1996或IEC60878或用简明语

言。指示灯颜色应与所采用标准一致，例如：GB9706．1，X射线管组件标识应与GB9706．11一致。光野

应在规定的环境照明情况下可辨。

    使用说明书应详细包括试验中X射线设备的操作方法。应描述操作者使用的每个控制、指示和显示功

能，所有符号应以其含义示出。对位置、标志和符号，使用说明书中所述的应与实际X射线设备一致，应按

当地要求或根据合同约定的语言书写使用说明书。

    5．1．2  试验方法

    试验可用目测和功能检测，包括：

    ——被试设备清单；

    ——根据4．2检查所有文件是否齐全；

    ——机械和电气调节装置的功能试验(包括检验焦点到影像接受器距离指示器和任一制动装置位置

所获参数的准确性)；

    ——功能试验和控制元件的识别；

    ——目测控制元件标志；

    ——目测X射线源组件上的标记；

    ——目测光野亮度；

    ——目测使用说明书(见GB9706．1)。

    5．2  X射线管电压*

    5．2．1  要求

    X射线管电压测量值与控制面板上的指示值之差应在规定的允差内。

    5．2．2  试验方法

    使用图1布局，不用衰减层进行测量，试验最好使用非介入方法。

    将高压探测器测量仪器放在辐射线束中心。

    在允 许最 大X射线 管 电流 的50％或 多一 些，加载时间约为0．1s的条件下，通常至少应进 行

6 kV、80kV和 100kV或 电 压接 近这 些值 的三 点基准X射线管电压的测量。80kV时还要进行最大 和

最小X射线管电流设定值测量。

    注1：上述建议的加载因素为最小，加载因素的选择应考虑试验设备的实况和临床应用情况，以便充分检测X射线

管电压、加载时间和X射线管电流的相互关系，确定设备和技术条件与用户需要的一致性。

    注2：试验过程中任何时候都不应超过X射线管组件最大额定值。

    将X射线管电压的测量值与控制面板的指示值与规定误差进行比较。

    注：应记录加载因素，因为测量X射线管电压可能引起加载因素变化。

    5．3  总滤过*

    5．3．1  要求

    应规定最小总滤过。

    5．3．2  试验方法

    通过检查随机文件和X射线源组件上的标志验证是否符合要求，如果需要，质量等效滤过可根据

YY0062中第3章和第4章进行测定。



    注：这要求测量X射线设备在适当的X射线管电压值和相应的加载因素时运行的窄线束条件下的半价层，并与相

同靶材料和靶角X射线管的半价层进行比较。

    用图1的布局进行简化的无衰减层半价层测量。在正常使用范围内合适的加载因素时X射线设备在适

当X射线管电压值操作条件下，测量第一半价层，这种试验得出的总滤过仅是近似的估算值，因为这些测

试条件与YY0062—1991标准要求的不完全一致。

    说明总滤过是否符合技术要求或所测半价层是符合GB9706．12要求。

    5．4  X射线管焦点*

    5．4．1  要求

    所述焦点标称值的实际焦点尺寸应与YY／T0063规定的尺寸一致。附加技术条件，例如，有关尺寸，基

准轴线方向或加载因素，只有在这些技术条件也叙述试验方法时，才在本部分适用范围内进行试验。

    5．4．2  试验方法

    根据YY／T0063所述焦点标称值和实际焦点尺寸的一致性应由生产厂确认。

    注：由狭缝照相机，针孔照相机，星卡估算和试验器件图像傅里叶转换焦点测量布局得出的尺寸和分辨率结果不

同。标准的焦点测量是用狭缝照相机在规定的投影条件和光学密度条件下根据YY／T0063测定的。

    5．5  X射线束范围的限制和指示*

    5．5．1  标记的和书面的X射线野尺寸的指示准确性

    5．5．1．1  要求

    X射线野实际尺寸应与设备上规定容许偏差内的指示值一致。

    5．5．1．2  试验方法

    通过检查随机文件和X射线设备来验证一致性。在常用的焦点至影像接受器距离和通用X射线束投照角

度条件下，测量限束系统沿两个主轴方向的X射线野尺寸。

    如可获得可比较的结果，可采用除此处以外的其他测试方法。

    使用随机文件中说明的或设备上指示的焦点至影像接受器距离值作为设定值。

    X射线摄影暗盒放在托架或X射线野中心患者支架上方，采用无衰减层的图2布局进行测量。

    用两种照射野进行的曝光，例如：18cm×24cm和24cm×30cm。所用加载因素在X射线摄影胶片

上，得出的光密度D的范围为0．5～2．0。

    测量冲洗后的X射线摄影胶片上的X射线野尺寸，记录与X射线设备上指示值的偏差，如果曝光的

是患者支架上的X射线摄影暗盒，该光野尺寸必须校正，与暗盒托架中的光野尺寸一致。

    所测X射线野尺寸和指示值间的偏差应在规定的允差范围内。

    5．5．2  光野指示器指示准确性

    5．5．2．1  要求

    光野和X射线野的指示偏差应与规定的允差一致。

    5．5．2．2  试验方法

    在X射线野中心患者支架上设置一摄影暗盒，例如24cm × 30cm，手动设置光野，例如：18cm×

24cm。在光野各角用不透射线的标记物，如金属丝作标记，选择加载因素使X射线摄影胶片上获得的光

密度D在0．5～2．0范围内。

    在冲洗过的X射线胶片上测量X射线光野边界和指示光野偏差。

    图5中，用a1和a2表示一个轴上的测量偏差；b1和b2表示另一个轴上的偏差。如果焦点至光野面

距离为rL为了验证一致性，那么，下式关系成立：
    ｜a1｜+｜a2｜≤X×rL    ｜b1｜+｜b2｜≤X×rL

    式中：

    X——规定允差。



    5．5．3  X射线野和带光圈自动调节的影像接受面一致

    5．5．3．1  要求

    X射线野边缘和相应影像接受面边缘偏差，应与规定的一致。

    5．5．3．2  试验方法

    相关要求可通过对设备的检查，使用说明书的检查和X射线野的测量来验证。

    试验过程中出现的自动装置的任一调节至少应在5s内完成。

    这项试验使用两种规格暗盒，如，18cm×24cm和24cm×30cm。
    使用图2无衰减层布局，在患者支架上放一个无屏摄影暗盒或一张装在不透光封皮内的X射线摄影胶

片，然后在暗盒架上插入一个装有胶片的摄影暗盒，自动限束器将根据所用摄影暗盒的规格调节X射线野

尺寸。选择加载因素，以便在两张X射线摄影胶片上得到光密度D的范围为0．5～2．0。

    在冲洗过的X射线摄影胶片上测量X射线野边界和影像接受面的偏差。

    如图6所示，所测影像接受面偏差在一个轴上用C1和C2表示，另一个轴上用d1和d2表示。

    如果焦点至影像接受器距离为rB，为了验证一致性，那么下式成立：
    ｜c1｜+｜c2｜≤Y×rB    ｜d1｜+｜d2｜≤Y×rB    ｜c1｜+｜c2｜+｜d1｜+｜d2｜≤Z×rB

    式中：

    Y和Z——规定的允差。

    注：如果达到上述要求，该X射线设备符合X射线野定中心要求。

    5．6  透射比释动能或辐射输出的线性和重复性*

    5．6．1  要求

    根据地区要求，下列要求交替使用(透射比释动能或辐射输出)。

    电流时间积的透射比释动能线性和重复性应符合规定的值和规定的偏差。

    在给定的距离和给定的X射线管电压下的辐射输出和透射比释动能每电流时间积应与焦点及X射线管电

流无关。

    如果在规定的X射线管电压下规定透射比释动能指数TKj则应符合所规定的值和允差。

    辐射输出应与规定的值和允差一致。

    5．6．2  试验方法

    采用图1的布局，当衰减层在适当位置时进行测量电流时间积在规定值内的X射线管电压的线性和透

射比释动能(空气比释动能每电流时间积)，比释动能计的探测器应放在衰减层后的足够距离处的辐射束中。

    按以下设定测量空气比释动能：

    a)  X射线管电压为80kV或规定值，加载时间为0．1s时，X射线管电流至少有5个值，包括最小值和

最大值；

    b)  相同的X射线管电压、较小的X射线管电流、最短和最长加载时间；

    c)  在特定的电流时间积和X射线管电压组合内至少测量5次。

    当测量辐射输出时，上述测量都不用衰减层。

    注1：试验规定的加载因素的组合受限制的话，多数情况下可根据经验选择。
    注2：试验过程中，不得超过X射线管组件的最大额定值。

    结果评价如下：

    ——对于a)和b)如果有规定，计算偏差及透射比释动能指数TKj；

    ——对于c)计算平均值和最大偏差。

    透射比释动能指数TKj的计算公式如下：

    TKj=KT×rT2／Qa*



    式中：

    KT——透射比释动能；

    TKj——透射比释动能指数；

    rT——焦点和测量平面之间的距离；

    Qa——指示的电流时间积单位为毫安秒(mAs)。

    用规定的值和允差对结果进行比较。

    *原文公式中Qa有误，改为Qa。

    5．7  患者和X射线影像接受器之间的材料衰减系数*

    5．7．1  要求

    患者与X射线影像接受器之间的材料衰减系数不应超过规定值。

    5．7．2  试验方法

    根据合同检查交付的部件(如防散射滤线栅型号)。

    在规定的X射线管电压范围内如80kV用图1的布局加衰减层如25mm铝，测量衰减系数TR，测量

需在窄射束条件下进行。

    如果允许，测量透射比释动能(透射比释动能率)  KT（{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1.jpg}T）和X射线影像接受器的空气比释动能(空气比

释动能率)，KB（{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1.jpg}B）。

    计算衰减系数

    TR=KT／KB× rT2／rB2

    式中：

    KT和KB——分别为患者支架上、下的空气比释动能值。

    rT和rB——为对应焦点距离。

    测量结果与规定值对照。

    5．8  自动曝光控制(AEC)*

    5．8．1  自动曝光控制标称最短照射时间

    5．8．1．1  要求

    标称最短辐照时间见(GB9706．3)应与试验条件一起在随机文件中规定。

    5．8．2  AEC性能*

    5．8．2．1  要求

    自动曝光控制通常由安装工程师在用户协助下，根据制造商提供的X射线摄影胶片、增感屏和洗片信息

进行调整。

    安装工程师和用户双方应在符合声明上签字。

    如果不能提供以上声明，应进行下列试验。

    在下列条件下AEC的性能应在规定的偏差内：

    a)  应在规定的X射线管电压条件下，用规定体模，如水，和规定X射线影像接受器如屏片系统进行照

射，得出的光密度应在规定范围内；

    b)  对于规定的体模厚度和X射线管电压变化，在规定的屏片系统和规定的技术条件下，例如防散射

滤线栅／无防散射滤线栅技术，曝光后的光密度应在规定的范围内；

    c)  调到相邻档位，对于规定的屏片系统引起的空气比释动能值、加载因素或光密度变化应在规定的

允差范围内。

    5．8．2．2  试验方法

    5．8．2．2．1  光密度相对于X射线管电压和体模厚度的变化(X射线摄影胶片方法)的稳定性

    检查试验所用规定的屏片系统的AEC已完成设置。



    用图1方法在患者支架上放上体模进行测量。用15cm水模作为参考厚度见4．5．4，每次测量都使

用相同摄影暗盒，如24cm×30cm、相同型号X射线摄影胶片和相同增感屏。试验中所用屏片系统应与临

床使用的屏片系统一致。应在这一试验之前完成胶片冲洗试验，见4．1。胶片冲洗应在确保灵敏度、对

比度正常和稳定且无伪影的条件下进行。

    选择 电压 为80kV， 根 据说 明书 调节 AEC剂量 水平和密度校正值。用参考条件的AEC制作基础

X射线照片。

    胶片冲洗后使用密度计在X射线摄影胶片规定区域内测量光密度D，如果光密度与用户期望值一

致，在固定的X射线管电压下，检查超出规定范围内的不同体模厚度的补偿。对10cm和20cm厚水模重

复这项试验。

    如果 在AEC80kV时AEC符合 要求 ，使 用另一张X射线胶片检查X射线管电压变化对光密度的影

响。使用最低和最高X射线管电压规定值。

    测量区域复合光密度D的稳定性可用基准体模厚度来检查。

    注1：如果AEC具有一个以上传感区(测量区域)，不是所有传感区都具有相同的灵敏度和产生相同的光密度，这取

决于X射线照片的规定解剖学上的感兴趣区域，见使用说明书。

    注2：如果使用体模材料不是水，如(PMMA)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光密度和空气比释动能的绝对值与水模的值可能

不同。

    5．8．2．2．2  AEC重复性试验(比释动能计方法)

    使用与图1相同的布局和AEC基准条件进行空气比释动能测量，如特定屏片系统放在常用的、适合

的密度校正档位和剂量档位。

    将比释动能计探头放在X射线束中。

    选择一个传感器(通常选中间传感器)，测量5次，计算重复性。

    将这些测量结果与规定值对照。

    5．8．3  备用计时器和安全断路器

    5．8．3．1  要求

    当达到规定的X射线管负载或加载时间之后，备用计时器应终止辐照。如果有安全断路器，无需单独

测试备用计时器。

    5．8．3．2  试验方法

    用 至 少 2mm厚 的 铅 遮 盖 AEC传 感 器 ， 在 AEC模 式 下 用 规 定 设 置 的 X射 线 管 电 压 (例 如 低 于

60kV)，操作X射线设备。记录X射线管负载或加载时间并与规定值对照。

    注：需提醒操作者，备用计时器失灵或损坏可能引起X射线管超载以致损坏X射线管。

    5．9  直接X射线摄影线对分辨率

    注：对此没有要求也不包括试验，因为线对分辨率是由焦点尺寸(见5．4)和测量布局所决定或是受屏片系统特性

所限。

    5．10  空气比释动能面积乘积指示器*

    5．10．1  要求

    指示的空气比释动能面积乘积应在规定的允差内。

    5．10．2  试验方法

    采用图1的布局进行测量。

    采用X射线摄影方法测量X射线野尺寸。

    将X射线 摄影暗盒如18cm×24cm，放在X射线野中心，将准直器尺寸调至15cm×15cm，选择加载

因素以使光密度在0．5～2．0范围内。在冲洗过的X射线摄影胶片上测量光野尺寸。

    然后，移开衰减层，将比释动能计探测器放在摄影暗盒相同位置，用相同光野尺寸进行照射。

    将X射线摄影胶片上测量的X射线野尺寸值和测量的空气比释动能的乘积与空气比释动能面积积的指



示值进行对照。

    6  X射线透视设备试验方法

    6．1  目测和功能试验

    6．1．1  要求

    如果适用，见5．1．1要求。

    6．1．2  试验方法

    如果适用，见5．1．2所示试验方法。

    6．2  X射线管电压

    6．2．1  要求

    当衰减层／体模放在X射线束中时，通过自动照射量率控制(AERC)来控制X射线管电压值。操作面

板上显示值应与测量值一致，在规定的允差范围内。

    6．2．2  试验方法

    AERC可能会受高压测量仪器探测器影响，因此首先根据图1将衰减层／体模放在X射线束中，记录

AERC所控制的加载因素。用“锁定”按钮，将这些值储存起来，如果没有“锁定”按钮，也不可能手动选择

这些值，合同应规定试验方法。

    将高压测量仪器的探测器放在X射线束中测量X射线管电压。

    测量结果与控制盘显示值进行对照。

    注：当前使用影像增强器电视系统的透视系统都配有AERC，这种控制系统有kV或mA控制或组合kV／mA控

制。个别加载因素的单独测量仅能用介入方法测量。

    6．3  总滤过

    6．3．1  要求

    5．3．1要求适用。

    6．3．2  试验方法

    5．3．2的试验方法适用。

    6．4  X射线管焦点

    6．4．1  要求

    5．4．1要求适用。

    6．5  自动照射量率控制(AERC)的功能

    6．5．1  要求

    AERC应有规定的功能。

    注：自动照射量率控制(AERC)应能根据被测物体对X射线的吸收通过调节加载因素，保持稳定的平均图像亮度。

    这一功能可与电视链的自动亮度控制(ABC)或自动增益控制(AGC)相关联。

    6．5．2  试验方法

    选择AERC操作方式

    当试验物体衰减变化时，用制造商安装说明书中规定的方法，说明所要求的加载因素曲线或图表的一

致性。

    记录加载因素。

    检查所有X射线影像增强器视野(可变视野)的AERC正确运行和所有可以选择的空气比释动能率。

    根据上述试验，记录AERC运行情况。

    6．6  X射线束范围的限制

    这些试验应在典型焦点至影像接收面距离和通用患者支架角度下进行。另一种方法如果产生可比较

的结果，也可用除本条款所述的其他试验方法。



    6．6．1  X射线野、X射线影像增强器影像接受面和图像显示的一致性

    6．6．1．1  要求

    X射线野、X射线影像增强器相应影像接受面和显示的图像之间的偏差应符合规定的允差。

    6．6．1．2  试验方法

    是否符合要求，通过检查设备、使用说明书和X射线野的测量来验证。

    如果配有辐射窗自动调节，进行任何测量前，应有至少5s时间用于自动机械装置调节。

    当确定符合要求时，基准轴线与影像接受器平面应在±3°内进行测量。

    用图2的布局，无衰减层进行测量。

    将限束装置调到最大光野尺寸，检查在视频显示装置上是否能看到限束装置预定的横向和纵向的极限。

    如果4个叶片不能全看到，进行下述试验：

    a)  将摄影暗盒放在患者支架上。对于床下X射线管装置，则放在点片装置的后面板上。如果可能的

话，使用低速屏片系统或不透光封装的X射线摄影胶片。

    b)  将限束装置调至一小的光野尺寸，用透视或光野指示把限束试验器件放到射线的中心。

    注：试验胶片的辐照应不影响试验结果。

    c)  限束装置调到最大光野尺寸，在透视条件下通过标记在视频显示装置上显示的4个方向的矩阵

间距，测量可见X射线野尺寸。

    d)  在透视方式下工作，以使X射线摄影胶片上产生的光密度D的范围为0．5～2．0。

    e)  评价冲洗过的X射线摄影胶片，测量4个方向的X射线野极限值，确定记录的原间隔偏差。

    用所有X射线影像增强器视野(可变视野)，例如36cm／25cm／17cm，重复这一步骤。

    如果使用间接X射线摄影系统，一个图像规格做成一个文件。

    一致性，5．5．3条要求适用。

    6．6．2  X射线野和使用点片装置影像接受面的一致性

    6．6．2．1  要求

    X射线野和与点片装置相连的影像接受面的偏差应与规定的允差一致。

    6．6．2．2  试验方法

    5．5．3．2试验方法适用。

    6．7  患者和X射线图像接受器之间材料衰减系数

    6．7．1  要求

    5．7．1要求适用。

    6．7．2  试验方法

    5．7．2试验方法适用。

    如果该参数已在摄影方式下测量过，试验就不需要了，见5．7。

    6．8  X射线透视用X射线影像增强器入射面的空气比释动能率*

    6．8．1  要求

    X射线影像增强器入射面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应符合规定值，应在所提供的操作方式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测量。

    该试验使用匀质体模，平均值控制。适用于其他系统的匀质体模，如峰值控制的，会得出不同的绝对

值。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应对照制造商的规定值检验一致性。

    6．8．2  试验方法

    用图1布局进行测量，衰减层如25mm铝应在适当位置，比释动能计应尽可能靠近X射线影像增强器

入射面，4．5．4。

    选择70kv～80kV X射线管电压，如果X射线管电压为自动控制的，添加足够的衰减层，如1．5mm

的铜，使X射线管电压在该范围内。

    在防散滤线栅后X射线影像增强器入射面处测量空气比释动能率{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1.jpg}。



    如果X射线影像增强器入射面不能直接接触到的话，测量透射比释动能率{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1.jpg}T，并根据其关系进行计

算{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1.jpg}B。
    {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2.jpg}

    使用制造商规定的TR值。

    当测量每一空气比释动能率{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1.jpg}B或{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1.jpg}T时，X射线束应调整到X射线影像增强器的全视野。

    将测量结果与规定值进行比较。

    6．9  配有X射线影像增强器的X射线透视入射空气比释动能率

    6．9．1  要求

    入射空气比释动能率应符合规定值。

    在规定的操作方式下进行测量。

    注：这些测量给出X射线束附加滤过装置和患者表面的空气比释动能的有效性。

    这对于使用高剂量率透视的心血管透视系统尤为重要。

    在某些国家必须提交最大的入射空气比释动能率的限制。

    6．9．2  试验方法

    将体模(如20cm水模)放在患者支架上，空气比释动能计放在体模的X射线入射平面，用图1的布局进

行测量。
    选择70kV～80kV电压。

    如果电压选择为自动的，可能需要另加衰减层，使工作电压在这个范围内。

    在规定的空气比释动能率量程内，将X射线束准直至X射线影像增强器满屏状态，测量体模的X射线入

射平面的空气比释动能。

    测量结果与规定值进行比较。

    6．9．3  最大入射空气比释动能率试验方法

    如果需要测量最大入射空气比释动能率，X射线影像增强器应用高吸收层遮盖如2mm厚铅，自动曝光率

控制将使空气比释动能率增至最大值。

    在制造商规定的X射线设备的试验基准点上测量最大入射空气比释动能率。

    注：国际标准和地方法规定的参考点：

    对于C臂装置和床上管设备在患者支架上方＞30cm处。

    对于床下管设备在患者支架上方＞1cm处。

    测量结果与规定值进行比较。

    6．10  电影摄影或其他间接摄影系统(不包括数字系统)X射线影像增强器入射面的空气比释动能*

    6．10．1  要求
    在规定条件下的每帧图像的空气比释动能应符合规定。

    6．10．2  试验方法
    使用6．8．2的条件进行测量。

    测量X射线影像增强器入射面的每帧图像的KB。如果不能直接接触到X射线影像增强器的入射面，测
量透射比释动能KT，根据相互关系计算KB。

    KB=KT/TR×rT2/rB2

    采用制造商规定的TR值。

    如果使用胶片，光密度D应为1．0±0．2，除非有其他指标的规定值。

    对于自动曝光控制(kV／mA控制)，如电影X射线摄影技术，可能需要有足够的滤过(如1．5 mm铜)，

作为衰减层附加到图1所用的25mm铝衰减层上，使X射线管电压约为70kV。

    用一个序列的图像的总空气比释动能除以图像帧数(如电影方式)计算出每帧图像的空气比释动能，该



测量在稳定状态下进行。

    将这些测量结果与规定值进行比较。

    6．11  电影X射线摄影或其他间接X射线摄影系统(不包括数字系统)的入射空气比释动能

    6．1 1．1  要求

    入射空气比释动能应符合规定值。

    在提供的操作方式规定的条件下进行测量。
    注：这些测量给出X射线束附加滤过装置和患者表面的空气比释动能的有效性。

    对于使用大功率透视的心血管透视系统尤为重要。

    6．11．2  试验方法

    将体模(如20cm水模)放在患者支架上，空气比释动能计放在体模的X射线入射平面，用图1的布局

进行测量。

    在规定的空气比释动能率量程内，将X射线束准直至X射线影像增强器满屏状态，测量体模的X射线入

射平面的空气比释动能。

    对于自动曝光控制(kV／mA控制)，如电影摄影技术，可能需要足够的衰减(如1．5mm铜)，作为图1

布局中的所用体模附加衰减层，以获得约70kV的X射线管电压。

    根据一个图像序列的总空气比释动能(如电影过程)除以辐照图像数计算空气比释动能，在稳定状态下

进行测量。

    将结果与规定值进行比较。

    6．12  用带X射线影像增强器的透视和电影摄影或其他间接摄影系统(不包括数字系统)线对分辨率*

    6．12．1  要求

    带X射线影像增强器的X射线透视和间接X射线摄影系统线对分辨率R应符合规定条件下的规定值。

    注：线对分辨率仅是评价图像质量一个方面的主观测量。

    6．12．2  试验方法

    用图2的布局，使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与视频扫描线和防散射滤线栅线成45°夹角进行测量。

    注：如果是移去防散射滤线栅进行的测量，将产生不同的性能指标。

    用下列所规定的条件之一进行测量。

    a)  无衰减层／体模探测器分辨率

    将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放在X射线束中心尽可能靠近X射线影像增强器的入射面，使用最低X射线

    管电压和高空气比释动能率的X射线束。

    用于降低量子噪声作用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图像亮度部分不应饱和。

    b)  有衰减层／体模的系统分辨率

    将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放在距X射线影像增强器入射面一定距离的X射线束中心，该距离由制造商

规定。
    注：试验a)得到的主要是X射线影像增强器电视系统的功能的数据，显示的是最高的线对分辨率(无患者)。

    试验b)主要得出的是在实际诊断条件下(由体模、几何图形模拟患者)，有关X射线设备包括X射线影像增强
器电视系统的功能数据。

    对于X射线透视，当使用衰减层或体模时，该测量选择的电压为70kV～80kV。

    如果电压的选择是自动的，可能需要更多的衰减以使X射线管电压在该范围内。

    对于带自动照射量率控制(kV／mA控制)的间接X射线摄影，例如，电影X射线摄影技术，需要给体模附

加足够的衰减(如水、铝或铜，根据制造商的说明)。用图1的布局，使X射线管电压达到70kV。

    如果图像记录在胶片上，光密度D应为1．0±0．2，除非规定了一些其他数值。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测量监视器屏面的亮度等级。如果必要，调节周围的亮度等级以使监视器(非

照明)屏面亮度达到制造商的规定(如小于1Cd／m2)。



    使用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之前，在无X射线辐照条件下调节视频显示装置(VDU)。

    荧光屏上圆形透视区以外的亮度(背景亮度)应最暗。

    然后在有X射线辐照条件下，调节视频显示装置(VDU)对比度控制，使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的清晰度

最大。

    检查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的X射线摄影胶片图像时，需要有一个放大镜。

    记录能够在图像上分辨出的规定的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的最小线组(最高线对分辨率)。该组中线的

大部分应能分辨出。

    将其值与规定条件下的规定值进行比较。

    6．13  用带X射线影像增强器的透视和电影摄影或其他间接摄影系统(不包括数字系统)低对比度分

辨率*

    注：这些试验是主观的不能给出客观独立准确性或与其他系统相互比较。

    6．13．1  要求

    低对比度分辨率在规定的空气比释动能和X射线管电压下应与规定值相同。

    许多试验器件可以测量低对比度分辨率，如果测量低对比度分辨率，结果应与所用试验器件的说明一起

记录。

    6．13．2  试验方法

    用图2的测量布局测定低对比度分辨率和X射线影像增强器的入射面的空气比释动能率。

    按试验器件所规定的设置X射线束参数(如X射线管电压为70kV，X射线影像增强器入射面的空气比释动

能率)。

    用于降低量子噪声效应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图像亮度部分不应饱和。

    使用物体对比度清晰的试验器件(阶梯、阶楔或盘)见附录C。将试验器件放在适当位置和适当距离

的X射线束中(见试验器件说明书)。

    注：观察到的对比度细节与对比度降低程度和系统的噪声有关。

    当用自动照射量率控制时，X射线影像增强器入射面空气比释动能率视体模而定。将周围亮度调至正常工

作状态。

    使用低对比度分辨率试验器件之前如6．12．2所述，在无X射线辐照条件下调节视频显示装置(VDU)。

    然后在X射线辐照条件下，用低对比度分辨率试验器件调节视频显示装置对比度控制直至低对比度细

节清楚可见。

    在距视频显示装置固定距离处进行这些测量，如视频显示装置荧光屏对角线3倍～4倍。
    注：如果视频链有可变集分消噪的话，稳定一段时间可使低对比度的辨别显著。

    在规定的空气比释动能率条件下，计数从背景中分辨的可见对比度细节。观察值应以至少两人以上

观察的平均值为基础。如果对最后的对比度细节的清晰度有疑问的话，可记录半值。

    记录其值，并与技术参数比较。

    6．14  空气比释动能面积乘积指示器

    6．14．1  要求

    5．10．1给出的要求适用。

    6．14．2  试验方法

    5．10．2的试验方法适用。

    7  体层摄影设备所要求的附加试验

    7．1  要求*

    患者支架上100mm处体层摄影高度指示精度应在规定的指示值允差内。
    体层摄影面的光指示器和显示层间的偏差应不超过规定的允差。



    应检查体层摄影运动和角度的对称性。

    体层摄影装置运动轨迹和患者支架上约100mm～150mm处线对分辨率应符合规定。

    7．2  试验方法

    a)  体层摄影高度指示

    如4．5．7所述，沿焦点运动长轴方向将试验器件放置在患者支架上，调整层高，使其中心与体层

摄影平面所示的高度一致。根据照射和冲洗的X射线摄影胶片，得出一排孔中的清晰成像的位

置，并计算距中心孔的偏差。

    b)  体层摄影运动轨迹

    将针孔光阑放在患者支架上方约100mm～150mm，并选择约50mm体层高度的摄影平面。

    X射线束准直到使体层摄影运动的所有位置完全被铅光阑阻断，选择适当加载因素进行照射。

    该照片可与X射线管中心针孔照片重叠，标记体层摄影运动几何中心。

    检查照射和冲洗的X射线摄影胶片并与说明书进行比较。

    c)  线对分辨率

    在患者支架上约100mm处放置体层摄影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见图4)测量线对分辨率。铅棒测试

卡应安装在焦点运动主要方向的长轴与患者支架板上的体层摄影装置平面成20°～45°角的托

架上。

    如果检查观片灯上体层摄影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的X射线摄影胶片图像时，测定线对分辨率，要有一个放

大镜。

    记录数值并与说明书进行比较。

    8  试验报告和符合性声明

    试验报告应有下列项目：

    ——被试X射线设备说明，包括所有元件单独标识数据；

    ——编写有关性能和功能技术要求；

    ——试验设备说明包括屏片系统和洗片数据；

    ——试验结果；

    ——X射线设备符合或不符合其技术要求，包括地点、日期和检验人员名字。

    试验报告中记录的结果应指明试验的X射线设备是否符合要求。
    注：有关验收试验的结果，包括胶片冲洗可以用作初始稳定性试验参考数据。



    试验报告应有如下形式的开头：

    试验报告
    X射线摄影和X射线透视系统的X射线设备验收试验
根据GB／T19042．1—2003／IEC61223-3-1：1999

    如果要声明符合本部分，应以下列形式声明：
X射线摄影和X射线透视系统的X射线设备图像性能⋯⋯*，
    符合GB／T19042．1—2003／IEC61223-3-1：1999

    *标识(如设备名称、型号或类型参考)。    {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3.jpg}

    1——X射线管；

    2——光阑(限束器)；

    3——附加衰减层／体模(25mm铝，有时增加1．5mm铜)；

    4——患者支架；

    5——防散射滤线栅；

    6——影像接受器平面(X射线摄影胶片暗盒或X射线影像增强器外罩)；

    rT——焦点至患者支架距离；

    rB——焦点至影像接受器平面距离；

    KT({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1.jpg}T)——透射比释动能(透射比释动能率)；

    KB({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1.jpg}B)——X射线图像接受器空气比释动能(空气比释动能率)。

    注：说明见表B．1。

    图 1  X射 线 摄 影 和 X射 线 透 视 设 备 空 气 比 释 动 能 的 测 量 布 局



    {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4.jpg}

    1——X射线管；

    2——光阑(限束器)；

    3——附加衰减层／体模(25mm铝，有时增加1．5mm铜)；

    4——标记光野几何尺寸的限束器件(光野——结构元件)；

    5——线对分辨率试验装置；

    6——患者支架；

    7——防散射滤线栅；

    8——影像接受器平面(X射线摄影胶片暗盒或X射线影像增强器外壳)；

    9——对比度元件；

    10——清晰度偏移量；

    rT——焦点至患者支架距离；

    rB——焦点至影像接受器平面距离。

    注：注释说明见表B．1。

    图 2  X射 线 摄 影 和 透 视 设 备 测 量 几 何 尺 寸 和 分 辨 率 的 测 量 布 局



    {医 用成像 部门 的评 价及 例行试 验第 3-1部分 ：X射线 摄影 和透 视系统 用X射 线设备 成像 性能 验收试 验-05.jpg}

    图3  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



    {医用 成像 部门 的评 价及例 行试 验第 3-1部分 ：X射线 摄影 和透视 系统 用X射线 设备 成像 性能验 收试 验-06.jpg}

    图4  体层摄影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



    {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7.jpg}

    图5  X射线野可见指示偏移    {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8.jpg}

    图6  影像接受面覆盖偏移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术语——定义的术语索引

    GB9706．1第2章⋯⋯⋯⋯⋯⋯⋯⋯⋯⋯⋯⋯⋯⋯⋯⋯⋯⋯⋯⋯⋯⋯⋯⋯⋯⋯⋯⋯NG．2．．．

    IEC60788⋯⋯⋯⋯⋯⋯⋯⋯⋯⋯⋯⋯⋯⋯⋯⋯⋯⋯⋯⋯⋯⋯⋯⋯⋯⋯⋯⋯⋯⋯⋯⋯rm-．．-．．

    国际单位制中单位名称⋯⋯⋯⋯⋯⋯⋯⋯⋯⋯⋯⋯⋯⋯⋯⋯⋯⋯⋯⋯⋯⋯⋯⋯⋯⋯rm-．．-．．*

    未定义的派生术语⋯⋯⋯⋯⋯⋯⋯⋯⋯⋯⋯⋯⋯⋯⋯⋯⋯⋯⋯⋯⋯⋯⋯⋯⋯⋯⋯⋯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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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略语⋯⋯⋯⋯⋯⋯⋯⋯⋯⋯⋯⋯⋯⋯⋯⋯⋯⋯⋯⋯⋯⋯⋯⋯⋯⋯⋯⋯⋯⋯⋯⋯⋯rm-．．-．．s

    吸收⋯⋯⋯⋯⋯⋯⋯⋯⋯⋯⋯⋯⋯⋯⋯⋯⋯⋯⋯⋯⋯⋯⋯⋯⋯⋯⋯⋯⋯⋯⋯⋯⋯⋯rm-12-05-
    验收试验⋯⋯⋯⋯⋯⋯⋯⋯⋯⋯⋯⋯⋯⋯⋯⋯⋯⋯⋯⋯⋯⋯⋯⋯⋯⋯⋯GB／T17006．1中3．2．4

    附件⋯⋯⋯⋯⋯⋯⋯⋯⋯⋯⋯⋯⋯⋯⋯⋯⋯⋯⋯⋯⋯⋯⋯⋯⋯⋯⋯⋯⋯⋯⋯⋯⋯⋯⋯rm-83-06
    随机文件⋯⋯⋯⋯⋯⋯⋯⋯⋯⋯⋯⋯⋯⋯⋯⋯⋯⋯⋯⋯⋯⋯⋯⋯⋯⋯⋯⋯⋯⋯⋯⋯⋯rm-82-01

    实际焦点⋯⋯⋯⋯⋯⋯⋯⋯⋯⋯⋯⋯⋯⋯⋯⋯⋯⋯⋯⋯⋯⋯⋯⋯⋯⋯⋯⋯⋯⋯⋯⋯⋯rm-20-12

    附加滤过⋯⋯⋯⋯⋯⋯⋯⋯⋯⋯⋯⋯⋯⋯⋯⋯⋯⋯⋯⋯⋯⋯⋯⋯⋯⋯⋯⋯⋯⋯⋯⋯⋯rm-13-47
    空气比释动能⋯⋯⋯⋯⋯⋯⋯⋯⋯⋯⋯⋯⋯⋯⋯⋯⋯⋯⋯⋯⋯⋯⋯⋯⋯⋯⋯⋯⋯⋯⋯rm13-11

    空气比释动能率⋯⋯⋯⋯⋯⋯⋯⋯⋯⋯⋯⋯⋯⋯⋯⋯⋯⋯⋯⋯⋯⋯⋯⋯⋯rm13-11和rm13-13

    阳极⋯⋯⋯⋯⋯⋯⋯⋯⋯⋯⋯⋯⋯⋯⋯⋯⋯⋯⋯⋯⋯⋯⋯⋯⋯⋯⋯⋯⋯⋯⋯⋯⋯⋯⋯rm-22-06

    防散射滤线栅⋯⋯⋯⋯⋯⋯⋯⋯⋯⋯⋯⋯⋯⋯⋯⋯⋯⋯⋯⋯⋯⋯⋯⋯⋯⋯⋯⋯⋯⋯⋯rm-32-06

    伪影⋯⋯⋯⋯⋯⋯⋯⋯⋯⋯⋯⋯⋯⋯⋯⋯⋯⋯⋯⋯⋯⋯⋯⋯⋯⋯⋯⋯GB／T19042．1中3．3．1
    附属设备⋯⋯⋯⋯⋯⋯⋯⋯⋯⋯⋯⋯⋯⋯⋯⋯⋯⋯⋯⋯⋯⋯⋯⋯⋯⋯⋯⋯⋯⋯⋯⋯⋯rm-30-01

    衰减⋯⋯⋯⋯⋯⋯⋯⋯⋯⋯⋯⋯⋯⋯⋯⋯⋯⋯⋯⋯⋯⋯⋯⋯⋯⋯⋯⋯⋯⋯⋯⋯⋯⋯⋯rm-12-08

    衰减系数⋯⋯⋯⋯⋯⋯⋯⋯⋯⋯⋯⋯⋯⋯⋯⋯⋯⋯⋯⋯⋯⋯⋯⋯⋯⋯⋯⋯⋯⋯⋯⋯⋯rm-13-40

    自动曝光控制(AEC)⋯⋯⋯⋯⋯⋯⋯⋯⋯⋯⋯⋯⋯⋯⋯⋯⋯⋯⋯⋯⋯⋯⋯⋯⋯⋯⋯⋯rm-36-46
    自动照射量率控制(AERC)⋯⋯⋯⋯⋯⋯⋯⋯⋯⋯⋯⋯⋯⋯⋯⋯⋯⋯⋯⋯⋯⋯⋯⋯⋯rm-36-47

    限束器⋯⋯⋯⋯⋯⋯⋯⋯⋯⋯⋯⋯⋯⋯⋯⋯⋯⋯⋯⋯⋯⋯⋯⋯⋯⋯⋯⋯⋯⋯⋯⋯⋯⋯rm-37-28

    限束系统⋯⋯⋯⋯⋯⋯⋯⋯⋯⋯⋯⋯⋯⋯⋯⋯⋯⋯⋯⋯⋯⋯⋯⋯⋯⋯⋯⋯⋯⋯⋯⋯⋯rm-37-27

    电影X射线摄影⋯⋯⋯⋯⋯⋯⋯⋯⋯⋯⋯⋯⋯⋯⋯⋯⋯⋯⋯⋯⋯⋯⋯⋯⋯⋯⋯⋯⋯⋯rm-41-14
    计算机体层摄影⋯⋯⋯⋯⋯⋯⋯⋯⋯⋯⋯⋯⋯⋯⋯⋯⋯⋯⋯⋯⋯⋯⋯⋯⋯⋯⋯⋯⋯⋯rm-41-20

    稳定性试验⋯⋯⋯⋯⋯⋯⋯⋯⋯⋯⋯⋯⋯⋯⋯⋯⋯⋯⋯⋯⋯⋯⋯⋯⋯GB／T17006．1中3．2．6
    控制台⋯⋯⋯⋯⋯⋯⋯⋯⋯⋯⋯⋯⋯⋯⋯⋯⋯⋯⋯⋯⋯⋯⋯⋯⋯⋯⋯⋯⋯⋯⋯⋯⋯⋯rm-83-02

    电流时间积⋯⋯⋯⋯⋯⋯⋯⋯⋯⋯⋯⋯⋯⋯⋯⋯⋯⋯⋯⋯⋯⋯⋯⋯⋯⋯⋯⋯⋯⋯⋯⋯rm-36-13

    光阑⋯⋯⋯⋯⋯⋯⋯⋯⋯⋯⋯⋯⋯⋯⋯⋯⋯⋯⋯⋯⋯⋯⋯⋯⋯⋯⋯⋯⋯⋯⋯⋯⋯⋯⋯rm-37-29
    直接X射线摄影⋯⋯⋯⋯⋯⋯⋯⋯⋯⋯⋯⋯⋯⋯⋯⋯⋯⋯⋯⋯⋯⋯⋯⋯⋯⋯⋯⋯⋯⋯rm-41-07
    显示⋯⋯⋯⋯⋯⋯⋯⋯⋯⋯⋯⋯⋯⋯⋯⋯⋯⋯⋯⋯⋯⋯⋯⋯⋯⋯⋯⋯⋯⋯⋯⋯⋯⋯⋯rm-84-01

    入射面⋯⋯⋯⋯⋯⋯⋯⋯⋯⋯⋯⋯⋯⋯⋯⋯⋯⋯⋯⋯⋯⋯⋯⋯⋯⋯⋯⋯⋯⋯⋯⋯⋯⋯rm-32-42

    设备⋯⋯⋯⋯⋯⋯⋯⋯⋯⋯⋯⋯⋯⋯⋯⋯⋯⋯⋯⋯⋯⋯⋯⋯⋯⋯⋯⋯⋯⋯⋯⋯⋯⋯NG．2．2．11

    曝光⋯⋯⋯⋯⋯⋯⋯⋯⋯⋯⋯⋯⋯⋯⋯⋯⋯⋯⋯⋯⋯⋯⋯⋯⋯⋯⋯⋯⋯⋯⋯⋯⋯⋯⋯rm-13-14
    换片器⋯⋯⋯⋯⋯⋯⋯⋯⋯⋯⋯⋯⋯⋯⋯⋯⋯⋯⋯⋯⋯⋯⋯⋯⋯⋯⋯⋯⋯⋯⋯⋯⋯⋯rm-31-07



    观片灯⋯⋯⋯⋯⋯⋯⋯⋯⋯⋯⋯⋯⋯⋯⋯⋯⋯⋯⋯⋯⋯⋯⋯⋯⋯⋯⋯⋯GB／T17006．3中3．2．1
    过滤器⋯⋯⋯⋯⋯⋯⋯⋯⋯⋯⋯⋯⋯⋯⋯⋯⋯⋯⋯⋯⋯⋯⋯⋯⋯⋯⋯⋯⋯⋯⋯⋯⋯⋯rm-35-01

    滤 过⋯⋯ ⋯⋯ ⋯⋯⋯⋯⋯⋯⋯⋯⋯⋯⋯⋯⋯⋯⋯⋯⋯⋯⋯⋯⋯⋯rm-12-11

    焦点⋯⋯⋯⋯⋯⋯⋯⋯⋯⋯⋯⋯⋯⋯⋯⋯⋯⋯⋯⋯⋯⋯⋯⋯⋯⋯⋯⋯⋯⋯⋯⋯⋯⋯Rm-20-13s

    焦点—影像接受器距离⋯⋯⋯⋯⋯⋯⋯⋯⋯⋯⋯⋯⋯⋯⋯⋯⋯⋯⋯⋯⋯⋯⋯⋯⋯⋯⋯rm-37-13
    会聚滤线栅⋯⋯⋯⋯⋯⋯⋯⋯⋯⋯⋯⋯⋯⋯⋯⋯⋯⋯⋯⋯⋯⋯⋯⋯⋯⋯⋯⋯⋯⋯⋯⋯rm-32-09

    半价层⋯⋯⋯⋯⋯⋯⋯⋯⋯⋯⋯⋯⋯⋯⋯⋯⋯⋯⋯⋯⋯⋯⋯⋯⋯⋯⋯⋯⋯⋯⋯⋯⋯⋯rm-13-42

    图像显示装置⋯⋯⋯⋯⋯⋯⋯⋯⋯⋯⋯⋯⋯⋯⋯⋯⋯⋯⋯⋯⋯⋯⋯⋯⋯GB／T17006．5中3．3．1

    影像接受面⋯⋯⋯⋯⋯⋯⋯⋯⋯⋯⋯⋯⋯⋯⋯⋯⋯⋯⋯⋯⋯⋯⋯⋯⋯⋯⋯⋯⋯⋯⋯⋯rm-37-16
    影像接受器平面⋯⋯⋯⋯⋯⋯⋯⋯⋯⋯⋯⋯⋯⋯⋯⋯⋯⋯⋯⋯⋯⋯⋯⋯⋯⋯⋯⋯⋯⋯rm-37-15

    间接X射线摄影⋯⋯⋯⋯⋯⋯⋯⋯⋯⋯⋯⋯⋯⋯⋯⋯⋯⋯⋯⋯⋯⋯⋯⋯⋯⋯⋯⋯⋯⋯rm-41-08

    间接X射线透视⋯⋯⋯⋯⋯⋯⋯⋯⋯⋯⋯⋯⋯⋯⋯⋯⋯⋯⋯⋯⋯⋯⋯⋯⋯⋯⋯⋯⋯rm-41-09

    固有滤过⋯⋯⋯⋯⋯⋯⋯⋯⋯⋯⋯⋯⋯⋯⋯⋯⋯⋯⋯⋯⋯⋯⋯⋯⋯⋯⋯⋯⋯⋯⋯⋯⋯rm-13-46
    输入屏⋯⋯⋯⋯⋯⋯⋯⋯⋯⋯⋯⋯⋯⋯⋯⋯⋯⋯⋯⋯⋯⋯⋯⋯⋯⋯⋯⋯⋯⋯⋯⋯⋯⋯rm-32-47
    使用说明书⋯⋯⋯⋯⋯⋯⋯⋯⋯⋯⋯⋯⋯⋯⋯⋯⋯⋯⋯⋯⋯⋯⋯⋯⋯⋯⋯⋯⋯⋯⋯⋯rm-82-02

    增感屏⋯⋯⋯⋯⋯⋯⋯⋯⋯⋯⋯⋯⋯⋯⋯⋯⋯⋯⋯⋯⋯⋯⋯⋯⋯⋯⋯⋯⋯⋯⋯⋯⋯rm-32-38

    辐照⋯⋯⋯⋯⋯⋯⋯⋯⋯⋯⋯⋯⋯⋯⋯⋯⋯⋯⋯⋯⋯⋯⋯⋯⋯⋯⋯⋯⋯⋯⋯⋯⋯⋯⋯rm-12-09

    比释动能⋯⋯⋯⋯⋯⋯⋯⋯⋯⋯⋯⋯⋯⋯⋯⋯⋯⋯⋯⋯⋯⋯⋯⋯⋯⋯⋯⋯⋯⋯⋯⋯⋯rm13-10
    比释动能率⋯⋯⋯⋯⋯⋯⋯⋯⋯⋯⋯⋯⋯⋯⋯⋯⋯⋯⋯⋯⋯⋯⋯⋯⋯⋯⋯⋯⋯⋯⋯rm-13-13

    比释动能率仪⋯⋯⋯⋯⋯⋯⋯⋯⋯⋯⋯⋯⋯⋯⋯⋯⋯⋯⋯⋯⋯⋯⋯⋯⋯⋯⋯⋯⋯⋯rm-50-01+

    比释动能强度计⋯⋯⋯⋯⋯⋯⋯⋯⋯⋯⋯⋯⋯⋯⋯⋯⋯⋯⋯⋯⋯⋯⋯⋯⋯⋯⋯⋯rm-50-01+

    光野⋯⋯⋯⋯⋯⋯⋯⋯⋯⋯⋯⋯⋯⋯⋯⋯⋯⋯⋯⋯⋯⋯⋯⋯⋯⋯⋯⋯⋯⋯⋯⋯⋯⋯⋯rm-37-09
    光野指示器⋯⋯⋯⋯⋯⋯⋯⋯⋯⋯⋯⋯⋯⋯⋯⋯⋯⋯⋯⋯⋯⋯⋯⋯⋯⋯⋯⋯⋯⋯⋯⋯rm-37-31

    线对分辨率⋯⋯⋯⋯⋯⋯⋯⋯⋯⋯⋯⋯⋯⋯⋯⋯⋯⋯⋯⋯⋯⋯⋯⋯⋯⋯GB／T19042．1中3．3．2
    加载因素⋯⋯⋯⋯⋯⋯⋯⋯⋯⋯⋯⋯⋯⋯⋯⋯⋯⋯⋯⋯⋯⋯⋯⋯⋯⋯⋯⋯⋯⋯⋯⋯rm-36-01

    加载时间⋯⋯⋯⋯⋯⋯⋯⋯⋯⋯⋯⋯⋯⋯⋯⋯⋯⋯⋯⋯⋯⋯⋯⋯⋯⋯⋯⋯⋯⋯⋯⋯⋯rm-36-10

    低对比度分辨率⋯⋯⋯⋯⋯⋯⋯⋯⋯⋯⋯⋯⋯⋯⋯⋯⋯⋯⋯⋯⋯⋯⋯⋯GB／T19042．1中3．3．3
    制造商⋯⋯⋯⋯⋯⋯⋯⋯⋯⋯⋯⋯⋯⋯⋯⋯⋯⋯⋯⋯⋯⋯⋯⋯⋯⋯⋯⋯⋯⋯⋯⋯⋯⋯rm-85-03

    测量值⋯⋯⋯⋯⋯⋯⋯⋯⋯⋯⋯⋯⋯⋯⋯⋯⋯⋯⋯⋯⋯⋯⋯⋯⋯⋯⋯⋯⋯⋯⋯⋯⋯⋯rm-73-08

    型号或类型标记⋯⋯⋯⋯⋯⋯⋯⋯⋯⋯⋯⋯⋯⋯⋯⋯⋯⋯⋯⋯⋯⋯⋯⋯⋯⋯⋯⋯⋯NG．2．12．2
    调制传递函数⋯⋯⋯⋯⋯⋯⋯⋯⋯⋯⋯⋯⋯⋯⋯⋯⋯⋯⋯⋯⋯⋯⋯⋯⋯⋯⋯⋯⋯⋯⋯rm-73-05

    窄射束条件⋯⋯⋯⋯⋯⋯⋯⋯⋯⋯⋯⋯⋯⋯⋯⋯⋯⋯⋯⋯⋯⋯⋯⋯⋯⋯⋯⋯⋯⋯⋯⋯rm-37-23

    标称入射面尺寸⋯⋯⋯⋯⋯⋯⋯⋯⋯⋯⋯⋯⋯⋯⋯⋯⋯⋯⋯⋯⋯⋯⋯⋯⋯⋯⋯⋯⋯⋯rm-32-44

    焦点标称值⋯⋯⋯⋯⋯⋯⋯⋯⋯⋯⋯⋯⋯⋯⋯⋯⋯⋯⋯⋯⋯⋯⋯⋯⋯⋯⋯⋯⋯⋯⋯⋯rm-20-14

    标称最短照射时间⋯⋯⋯⋯⋯⋯⋯⋯⋯⋯⋯⋯⋯⋯⋯⋯⋯⋯⋯⋯⋯⋯⋯⋯⋯⋯⋯⋯⋯⋯m-36-12
    正常使用⋯⋯⋯⋯⋯⋯⋯⋯⋯⋯⋯⋯⋯⋯⋯⋯⋯⋯⋯⋯⋯⋯⋯⋯⋯⋯⋯⋯⋯⋯⋯⋯⋯rm-82-04

    操作者⋯⋯⋯⋯⋯⋯⋯⋯⋯⋯⋯⋯⋯⋯⋯⋯⋯⋯⋯⋯⋯⋯⋯⋯⋯⋯⋯⋯⋯⋯⋯⋯⋯rm-85-02
    患者⋯⋯⋯⋯⋯⋯⋯⋯⋯⋯⋯⋯⋯⋯⋯⋯⋯⋯⋯⋯⋯⋯⋯⋯⋯⋯⋯⋯⋯⋯⋯⋯⋯⋯⋯rm-62-03

    患者支架⋯⋯⋯⋯⋯⋯⋯⋯⋯⋯⋯⋯⋯⋯⋯⋯⋯⋯⋯⋯⋯⋯⋯⋯⋯⋯⋯⋯⋯⋯⋯⋯rm-30-02
    患者表面⋯⋯⋯⋯⋯⋯⋯⋯⋯⋯⋯⋯⋯⋯⋯⋯⋯⋯⋯⋯⋯⋯⋯⋯⋯⋯⋯⋯⋯⋯⋯⋯⋯rm-37-18

    体模⋯⋯⋯⋯⋯⋯⋯⋯⋯⋯⋯⋯⋯⋯⋯⋯⋯⋯⋯⋯⋯⋯⋯⋯⋯⋯⋯⋯⋯⋯⋯⋯⋯⋯rm-54-01
    针孔照相机⋯⋯⋯⋯⋯⋯⋯⋯⋯⋯⋯⋯⋯⋯⋯⋯⋯⋯⋯⋯⋯⋯⋯⋯⋯⋯⋯⋯⋯⋯⋯⋯rm-71-02

    质量等效滤过⋯⋯⋯⋯⋯⋯⋯⋯⋯⋯⋯⋯⋯⋯⋯⋯⋯⋯⋯⋯⋯⋯⋯⋯⋯⋯⋯⋯⋯⋯rm-13-45



    辐射⋯⋯⋯⋯⋯⋯⋯⋯⋯⋯⋯⋯⋯⋯⋯⋯⋯⋯⋯⋯⋯⋯⋯⋯⋯⋯⋯⋯⋯⋯⋯⋯⋯⋯⋯rm-11-01

    辐射窗⋯⋯⋯⋯⋯⋯⋯⋯⋯⋯⋯⋯⋯⋯⋯⋯⋯⋯⋯⋯⋯⋯⋯⋯⋯⋯⋯⋯⋯⋯⋯⋯⋯⋯rm-37-26

    辐射束⋯⋯⋯⋯⋯⋯⋯⋯⋯⋯⋯⋯⋯⋯⋯⋯⋯⋯⋯⋯⋯⋯⋯⋯⋯⋯⋯⋯⋯⋯⋯⋯⋯rm-37-05

    辐射探测器⋯⋯⋯⋯⋯⋯⋯⋯⋯⋯⋯⋯⋯⋯⋯⋯⋯⋯⋯⋯⋯⋯⋯⋯⋯⋯⋯⋯⋯⋯⋯⋯rm-51-01

    辐射输出⋯⋯⋯⋯⋯⋯⋯⋯⋯⋯⋯⋯⋯⋯⋯⋯⋯⋯⋯⋯⋯⋯⋯⋯⋯⋯GB／T19042．1中3．3．2

    辐射质量⋯⋯⋯⋯⋯⋯⋯⋯⋯⋯⋯⋯⋯⋯⋯⋯⋯⋯⋯⋯⋯⋯⋯⋯⋯⋯⋯⋯⋯⋯⋯rm-13-28

    X射线照片⋯⋯⋯⋯⋯⋯⋯⋯⋯⋯⋯⋯⋯⋯⋯⋯⋯⋯⋯⋯⋯⋯⋯⋯⋯⋯⋯⋯⋯⋯⋯⋯rm-32-02

    X射线摄影暗盒⋯⋯⋯⋯⋯⋯⋯⋯⋯⋯⋯⋯⋯⋯⋯⋯⋯⋯⋯⋯⋯⋯⋯⋯⋯⋯⋯⋯⋯⋯rm-35-14

    X射线摄影胶片⋯⋯⋯⋯⋯⋯⋯⋯⋯⋯⋯⋯⋯⋯⋯⋯⋯⋯⋯⋯⋯⋯⋯⋯⋯⋯⋯⋯⋯⋯rm-32-32

    X射线摄影⋯⋯⋯⋯⋯⋯⋯⋯⋯⋯⋯⋯⋯⋯⋯⋯⋯⋯⋯⋯⋯⋯⋯⋯⋯⋯⋯⋯⋯⋯⋯rm-41-06

    放射学⋯⋯⋯⋯⋯⋯⋯⋯⋯⋯⋯⋯⋯⋯⋯⋯⋯⋯⋯⋯⋯⋯⋯⋯⋯⋯⋯⋯⋯⋯⋯⋯⋯⋯rm-40-01

    X射线透视⋯⋯⋯⋯⋯⋯⋯⋯⋯⋯⋯⋯⋯⋯⋯⋯⋯⋯⋯⋯⋯⋯⋯⋯⋯⋯⋯⋯⋯⋯⋯⋯rm-41-01

    放射治疗⋯⋯⋯⋯⋯⋯⋯⋯⋯⋯⋯⋯⋯⋯⋯⋯⋯⋯⋯⋯⋯⋯⋯⋯⋯⋯⋯⋯⋯⋯⋯⋯⋯rm-40-05

    基准轴线⋯⋯⋯⋯⋯⋯⋯⋯⋯⋯⋯⋯⋯⋯⋯⋯⋯⋯⋯⋯⋯⋯⋯⋯⋯⋯⋯⋯⋯⋯⋯⋯⋯rm-37-03

    感兴趣区⋯⋯⋯⋯⋯⋯⋯⋯⋯⋯⋯⋯⋯⋯⋯⋯⋯⋯⋯⋯⋯⋯⋯⋯⋯⋯⋯⋯⋯⋯⋯⋯GB／T17006

    散射辐射⋯⋯⋯⋯⋯⋯⋯⋯⋯⋯⋯⋯⋯⋯⋯⋯⋯⋯⋯⋯⋯⋯⋯⋯⋯⋯⋯⋯⋯⋯⋯⋯rm-11-13

    序数⋯⋯⋯⋯⋯⋯⋯⋯⋯⋯⋯⋯⋯⋯⋯⋯⋯⋯⋯⋯⋯⋯⋯⋯⋯⋯⋯⋯⋯⋯⋯⋯⋯NG．2．12．9

    狭缝照相机⋯⋯⋯⋯⋯⋯⋯⋯⋯⋯⋯⋯⋯⋯⋯⋯⋯⋯⋯⋯⋯⋯⋯⋯⋯⋯⋯⋯⋯⋯⋯rm-71-01

    特定的⋯⋯⋯⋯⋯⋯⋯⋯⋯⋯⋯⋯⋯⋯⋯⋯⋯⋯⋯⋯⋯⋯⋯⋯⋯⋯⋯⋯⋯⋯⋯⋯⋯⋯rm-74-01

    规定的⋯⋯⋯⋯⋯⋯⋯⋯⋯⋯⋯⋯⋯⋯⋯⋯⋯⋯⋯⋯⋯⋯⋯⋯⋯⋯⋯⋯⋯⋯⋯⋯⋯⋯rm-74-02

    点片装置⋯⋯⋯⋯⋯⋯⋯⋯⋯⋯⋯⋯⋯⋯⋯⋯⋯⋯⋯⋯⋯⋯⋯⋯⋯⋯⋯⋯⋯⋯⋯⋯rm-31-05

    靶⋯⋯⋯⋯⋯⋯⋯⋯⋯⋯⋯⋯⋯⋯⋯⋯⋯⋯⋯⋯⋯⋯⋯⋯⋯⋯⋯⋯⋯⋯⋯⋯⋯⋯⋯⋯rm-20-08

    靶面角⋯⋯⋯⋯⋯⋯⋯⋯⋯⋯⋯⋯⋯⋯⋯⋯⋯⋯⋯⋯⋯⋯⋯⋯⋯⋯⋯⋯⋯⋯⋯⋯⋯⋯rm-20-11

    试验器件⋯⋯⋯⋯⋯⋯⋯⋯⋯⋯⋯⋯⋯⋯⋯⋯⋯⋯⋯⋯⋯⋯⋯⋯⋯⋯⋯⋯⋯⋯⋯⋯⋯rm-71-04

    组织等效材料⋯⋯⋯⋯⋯⋯⋯⋯⋯⋯⋯⋯⋯⋯⋯⋯⋯⋯⋯⋯⋯⋯⋯⋯⋯⋯⋯⋯⋯⋯⋯rm-35-16

    体层摄影⋯⋯⋯⋯⋯⋯⋯⋯⋯⋯⋯⋯⋯⋯⋯⋯⋯⋯⋯⋯⋯⋯⋯⋯⋯⋯⋯⋯⋯⋯⋯⋯⋯rm-41-15

    总滤过⋯⋯⋯⋯⋯⋯⋯⋯⋯⋯⋯⋯⋯⋯⋯⋯⋯⋯⋯⋯⋯⋯⋯⋯⋯⋯⋯⋯⋯⋯⋯⋯⋯⋯rm-13-48

    透射⋯⋯⋯⋯⋯⋯⋯⋯⋯⋯⋯⋯⋯⋯⋯⋯⋯⋯⋯⋯⋯⋯⋯⋯⋯⋯⋯⋯⋯⋯⋯⋯⋯⋯rm-12-01

    透射比释动能⋯⋯⋯⋯⋯⋯⋯⋯⋯⋯⋯⋯⋯⋯⋯⋯⋯⋯⋯⋯⋯⋯⋯⋯⋯GB／T19042．1中3．3．5

    透射比释动能率⋯⋯⋯⋯⋯⋯⋯⋯⋯⋯⋯⋯⋯⋯⋯⋯⋯⋯⋯⋯⋯⋯⋯⋯GB／T19042．1中3．3．5

    用户⋯⋯⋯⋯⋯⋯⋯⋯⋯⋯⋯⋯⋯⋯⋯⋯⋯⋯⋯⋯⋯⋯⋯⋯⋯⋯⋯⋯⋯⋯⋯⋯⋯⋯⋯rm-85-01

    X射线辐射⋯⋯⋯⋯⋯⋯⋯⋯⋯⋯⋯⋯⋯⋯⋯⋯⋯⋯⋯⋯⋯⋯⋯⋯⋯⋯⋯⋯⋯⋯⋯⋯rm-11-01-

    X射线束⋯⋯⋯⋯⋯⋯⋯⋯⋯⋯⋯⋯⋯⋯⋯⋯⋯⋯⋯⋯⋯⋯⋯⋯⋯⋯⋯⋯⋯⋯⋯⋯rm-37-05+

    X射线设备⋯⋯⋯⋯⋯⋯⋯⋯⋯⋯⋯⋯⋯⋯⋯⋯⋯⋯⋯⋯⋯⋯⋯⋯⋯⋯⋯⋯⋯⋯⋯⋯rm-20-20

    X射线野⋯⋯⋯ ⋯⋯⋯⋯⋯⋯⋯⋯⋯⋯⋯⋯⋯⋯⋯⋯⋯⋯⋯⋯⋯⋯⋯⋯⋯⋯⋯⋯rm-37-07+

    X射线发生器⋯⋯⋯⋯⋯⋯⋯⋯⋯⋯⋯⋯⋯⋯⋯⋯⋯⋯⋯⋯⋯⋯⋯⋯⋯⋯⋯⋯⋯⋯⋯rm-20-17

    X射线影像增强器⋯⋯⋯⋯⋯⋯⋯⋯⋯⋯⋯⋯⋯⋯⋯⋯⋯⋯⋯⋯⋯⋯⋯⋯⋯⋯⋯⋯rm-32-39

    X射线影像接受器⋯⋯⋯⋯⋯⋯⋯⋯⋯⋯⋯⋯⋯⋯⋯⋯⋯⋯⋯⋯⋯⋯⋯⋯⋯⋯⋯⋯⋯rm-32-29

    X射线源组件⋯ ⋯⋯⋯⋯⋯⋯⋯⋯⋯⋯⋯⋯⋯⋯⋯⋯⋯⋯⋯⋯⋯⋯⋯⋯⋯⋯⋯⋯rm-20-05+

    X射线管⋯⋯⋯⋯⋯⋯⋯⋯⋯⋯⋯⋯⋯⋯⋯⋯⋯⋯⋯⋯⋯⋯⋯⋯⋯⋯⋯⋯⋯⋯⋯⋯⋯rm-22-03

    X射线管组件⋯⋯⋯⋯⋯⋯⋯⋯⋯⋯⋯⋯⋯⋯⋯⋯⋯⋯⋯⋯⋯⋯⋯⋯⋯⋯⋯⋯⋯⋯⋯rm-22-01

    X射线管电流⋯⋯⋯⋯⋯⋯⋯⋯⋯⋯⋯⋯⋯⋯⋯⋯⋯⋯⋯⋯⋯⋯⋯⋯⋯⋯⋯⋯⋯⋯rm-36-07

    X射线管电压⋯⋯⋯⋯⋯⋯⋯⋯⋯⋯⋯⋯⋯⋯⋯⋯⋯⋯⋯⋯⋯⋯⋯⋯⋯⋯⋯⋯⋯⋯⋯rm-36-02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试验参数、符号和单位

    表B．1  试验参数、符号和单位    {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3-1部分：X射线摄影和透视系统用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09.jpg}



    附录C

    (资料性附录)

    低对比度试验器件示例

    例1  UAB低对比度试验器件(UAB美国伯明翰亚拉巴马大学)

    该试验器件由一层铜衰减板，如2mm和两个6．1mm厚铝靶盘组成，每个靶面上有衰减差的直径为

1．1cm的圆或圆孔。靶盘外部尺寸为15．2cm×15．2cm。面板有三排，每排有3个靶，同一排相邻靶

之间的对比度增量为3％。当中间排偏移或降低增量时，两个外排靶面对比度增量增加。为获得0．5％

低对比度分辨率，要使用2个试验面板，第一个靶面对比度范围从约1％～9％(整级试验器件)，第二个靶

面范围从约0．5％～8．5％(半级试验器件)，两者对比度增量均为1％。

    用这些试验物体，X射线透视装置的自动照射量率控制可得出比较值，如在70kV～80kV。交替使

用两个盘和通过选择获得的更低的值，可确定的低对比度分辨率准确度达0．5％。根据参考文献测量到

的阈值对比度与X射线管电压无关。

    更详细的资料，参见附录E中参考文献[12]。

    例2  DIN低对比度试验器件

    这个 体模 是由 衰减层(例如25mm铝)和构成元素组成[如(一层)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与构

成元素构成]，每个对比度阶应是整和的。用该体模和约70kV的X射线管电压，在透视条件下，其对比

度阶应产生4％的X射线对比度。

    更详细的资料，参见附录E中参考文献[4]。

    例3  用于X射线摄影和X射线透视系统的利兹(Leeds)X射线试验物体

    用于低对比度灵敏度的一种特殊试验物体，它由19个圆 形排列的每个直径为11mm的低对比度

盘组成。X射线对比度的范围从0．16～0．007。外部尺寸为直径180mm。

    更详细的资料，参见附录E中参考文献[6]。

    例4  IEC低对比度试验器件

    该低对比度试验器件包括若干直径至少为1cm的衰减材料盘。试验器件的结构：如果使用通过体模

硬化的X射线束，这些盘产生的X射线对比度的从1％～20％按类似下述等级变化：

    1．0％，1．4％，1．8％，2．3％，2．7％，3．3％，3．9％，4．5％，5．5％，6．6％，7．6％，8．6％，

10．8％，12．3％，14．5％，16．0％，18．0％，20．0％。

    注：不是所有这些等级都可以在X射线胶片上测得，但试验器件应这样构成，以便从理论上得出正常医学实践中辐
射质量的这些值。

    更详细的资料，参见IEC61223-2-9(已出版)。

    参考文献

    IEC61223-2-9  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第2-9部分：间接X射线透视和间接X射线
摄影稳定性试验。



    附录D

    (资料性附录)

    根据实际IEC标准或技术现状水平有关要求示例(准确度、允差、偏差)

    有关5．2X射线管电压

    见GB9706．3的50．103．1：±10％。
    有关5．3总滤过

    见GB9706．12的29．201．5质量等效滤过：不低于2．5mmAl
或表204X射线设备的半价层：80kV，2．3mmAl。
    有关5．4X射线管焦点

    表D．1  焦点标称值的焦点尺寸典型值(见YY／T0063)

    焦点标称值

        f

    焦点尺寸允许值／mm

    宽     长

    0.25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0.25⋯0.38

    0.30⋯0.45

    0.40⋯0.60

    0.50⋯0.75

    0.60⋯0.90

    0.70⋯1.10

    0.80⋯1.20

    0.90⋯1.30

    1.00⋯1.40

    1.10⋯1.50

    1.20⋯1.70

    1.30⋯1.80

    1.40⋯1.90

    1.50⋯2.00

    1.60⋯2.10

    1.70⋯2.20

    0.25⋯0.38

    0.30⋯0.65

    0.60⋯0.85

    0.70⋯1.10

    0.90⋯1.30

    1.00⋯1.50

    1.10⋯1.60

    1.30⋯1.80

    1.40⋯2.00

    1.60⋯2.20

    1.70⋯2.40

    1.90⋯2.60

    2.00⋯2.80

    2.10⋯3.00

    2.30⋯3.10

    2.40⋯3.20

    有关5．5X射线束限制和范围指示
    见GB9706．12的29．202．8、29．202．9和29．203．4。
    表 D． 2  根 据 GB9706． 12X、 Y和 Z值 的 偏 差

    偏差参数     偏差值(见注1)／(％)

    X     2

    Y(见注2)     3

    Z(见注3)     4

    注1：根据GB9706.12的偏移值要求。

    注2：当影像接受面至基准轴线正常时，沿影像接受面的2个主轴的每个轴，X射线野边缘和影像接受面相应的

    边缘间的总偏差应不大于焦点到影像接受器距离指示值的3％。

    注3：两个轴的偏差之和不大于焦点至影像接受器距离指示值的4％。



    有关5．6确透视比释动能的线性和重复性

    见GB9706．3：

    50．102．2线性    ±20％。

    50．102．1重复性    ±10％。

    表D．3  透射比释动能指数TKj的典型值

    X射线管电压／kV    ’

透射比释动能指数TKj*

  μGym2(mAs)-1

  直流电压12峰

    等效12峰

    或变频技术

  经过平滑校正的

  6峰或等效6峰

    未经过平滑

    校正的6峰
    2峰

    0.6

    0.9

    1.3

    1.6

    62

    66

    71

    74

    63

    38

    73

    75

    67

    72

    77

    81

    71

    76

    82

    86

    2.0     77     79     85     91

    2.3

    2.8

    3.5

    79

    82

    87

    81

    85

    89

    88

    92

    97

    94

    99

    104

    *  通过25mm铝衰减层，焦点至辐射探测器距离100cm，不含散射钨铼复合阳极，原辐射为2.5mm铝质量等

    效滤过的总滤过。

    更详细的资料，见附录E中参考文献[4]。

    有关5．7患者和影像接受器间的材料衰减系数
    表D．4  影像接受器间的材料衰减系数的典型值

    材料(X射线设备中组件)     衰减系数*

    患者支架     1.25

    换片器前面板     1.25

    防散射滤线栅     1.43

    自动曝光控制(AEC)探测器     1.11

    * 测量参数为80kV，25mm铝衰减层。

    更详细的资料，见附录E中参考文献[4]。

    有关5．8自动曝光控制(AEC)
    有关5．8．2自动曝光控制(AEC)性能

    GB9706．3包括以下值：光密度相对于X射线管电压和物体厚度变化的稳定性：｜D｜＜0．2
    注：光密度允差指的是约3．0的平均梯度。

    有关5．10空气比释动能面积乘积指示器

    见IEC60580的6．4：总准确度    ±25％。

    有关6．8X射线透视用X射线影像增强器的入射面空气比释动能率

    无标准值。

    根据所述试验方法的实际值：0．2μGy／s～1．0μGy／s

    有关6．10电影X射线摄影或其他间接X射线摄影系统(不包括数字系统)用X射线影像增强器的入射
面空气比释动能

    无标准值。



    根据所述试验方法的实际值：
    带25cmX射线影像增强器的间接X射线摄影系统：＜2．0μGy

    电影X射线摄影每帧：    ＜0．2μGy
    有关6．12带影像增强器的X射线摄影和电影X射线摄影或其他间接X射线摄影系统(不包括数

字系统)的线对分辨率

    无标准值。
    根据所述试验方法b)(有衰减层)的实际值：
    X射线透视

    带25cmX射线影像增强器：    0．9lp／mm～1．4lp／mm
    带45cmX射线影像增强器(取决于视频带宽)：    0．5lp／mm～0．8lp／mm

    间接X射线摄影，25cmX射线影像增强器：    2．0lp／mm
    电影X射线摄影每帧，25cmX射线影像增强器：    1．6lp／mm

    (此值在接近X射线影像增强器入射平面和X射线影像增强器入射平面附近，线对试验器件距标称入射

野中心尺寸直径的三分之二以内有效)。

    有关6．13带影像增强器的X射线摄影和电影X射线摄影或其他间接X射线摄影(不包括数字系
统)的低对比度分辨率
    无标准值。

    根据规定的试验方法的实际值。
    有关7．1要求

    无标准值。

    根据所述试验方法的实际值：

    体层摄影移动图：    见技术说明书。

    高度指示：    体层摄影平面的光野指示器和显示层的偏差应不大于±5mm。
    最小线对分辨率：    1．8lp／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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