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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本部分是GB／T 19042的第4部分，对应于IEC 61223-3-4：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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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与IEC 61223第3-4部分的一致性程度为

等同。

    本部分是GB／T 19042系列标准的第4部分，验收试验其余部分如下：

    GB／T 19042．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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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223-3-1：1999，IDT)
    GB／T 19042.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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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61223-3-2：1996，IDT)
    GB／T 19042．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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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

X射线设备成像性能验收试验(IEC 61223-3-3：1996，IDT)

    对IEC 61223-3-4，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a)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

    b)  删除了国际标准前言。

    本部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的附录B、附录C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国家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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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医疗器械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上海医疗器械厂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柳晶波、袁菊芬、李宝良、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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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中某些规定或说明需要补充资料，这些补充资料见附录B，条款或分条款左边的星号表示这
种补充资料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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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范围和目的

    1．1  适用范围

    GB／T 19042的本部分适用于具有影响影像质量和患者剂量的放射成像系统的牙科X射线设备的那
些部件。

    本部分适用于具有口内X射线影像接受器的牙科X射线设备和具有口外X射线影像接受器的牙科X射线

设备(例如牙科全景X射线设备、头颅X射线设备)的性能验收试验。

    本部分适用于牙科胶片和数字成像的获取和处理。

    1．2  目的

    本部分准确的描述：
    a)  上面所提到的描述牙科X射线设备关于影像特性和患者剂量性能的重要参数。

    b)  试验方法和这些参数的测量值是否符合规定的允差。

    这些方法主要是非介入式的测量，使用适当的测试设备，在安装过程中或安装完成后来进行。安装

过程中覆盖安装步骤的签署过的声明可看作是验收试验的一部分。

    目的是验证安装中影响影像质量和患者剂量的参数的符合性，并检测与这些参数不一致的故障。

    本部分对研究中的参数不规定允差。
    本部分不考虑下面所涉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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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19042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构成本部分的条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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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9706．1—1995  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安全通用要求(idt IEC 60601-1：1988)

    GB 9706．11—1997  医用电气设备  第二部分：医用诊断X射线源组件和X射线管组件安全专用

要求(idt IEC 60601-2-28：1993)

    GB／T 17006．1—2000  医用成像部门的评价及例行试验  第1部分：总则(idt IEC 61223-1：1993)
    YY／T 0063—2000  医用诊断X射线管组件焦点特性(idt IEC 60336：1993)

    YY／T 0481—2004  医用诊断X射线设备  测定特性用辐射条件(idt IEC 61267：1994)

    IEC 60417-1：1998  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一部分：总述和应用
    IEC 60417-2：1998设备用图形符号  第二部分：符号起源

    IEC 60522：1999  X射线管组件的固有滤过的测定

    IEC 60788：1984  医用放射学——术语
    IEC 60878：1988  医用电气设备的图形符号

    ISO 2092：1981  轻金属及其合金——基于化学符号标志的代码



    3  术语

    3．1  要求的程度

    在本部分中，下列词有专用的意义：

    “应”(shall)：表示要符合标准要求而应强制遵守的要求。

    “宜”(should)：表示要符合标准要求强烈推荐而非强制遵守的要求。

    “可”(may)：表示要符合某种要求或避免符合性要求所允许的一种方法。

    “特定的”(specific)：用来表示本部分中所述的或其他标准中所引用的确定信息，通常涉及特殊的

操作条件，试验安排或与符合性有关的值。

    “规定的”(specified)：用于表示在随机文件中或与考虑中的设备有关的其他文件中由制造商声明的

确定信息，通常与其预期用途，或其使用中所涉及的参数或条件，或确定符合性的试验有关。

    3．2  术语的使用

    本部分中以小一号黑体字印刷的术语由GB 9706．1、GB 10149、GB／T 19042．1所定义。

    注：注意这样一个情况，在提出的概念不是被强烈的限制在以上所列出版物之一所给出定义的地方，相应的术语是

以五号宋体印刷的。

    附录A列出了本部分中使用的已定义的术语。

    3．3  定义的术语

    下列补充的定义适用本部分。

    3．3．1

    伪影  artifact

    在图像中能见到的，但在实物中不存在的结构。

    3．3．2

    线对分辨率  line pair resolution

    在规定的条件下成像从图像中能够分辨的规定线组测试卡中的最高空间频率，单位是lp／mm。

    注：用于描述线对比分辨率的另一个词是空间分辨率。

    3．3．3

    低对比分辨率  low contrast resolution

    均匀背景条件下能够分辨的规定物体的最低对比度细节物。

    3．3．4

    辐射输出  radiation output

    从一次X射线束的焦点到给定距离下单位电流时间积的空气比释动能(mGy／mA·s)。

    4  验收试验的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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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规定(例GB 9706系列)。

    在进行验收试验前，应先确认试验设备的目录，随机文件和试验用工具的符合性。每一项目应用型式

标记(型式代号)和系列号来识别，并且全部的目录应符合购货合同。

    无屏牙科X射线片(无屏片)对可见光感光计的响应与它对X射线辐射的响应不相同。用测试X射线

设备有效的设备来评价专用的牙科胶片处理系统的性能是更为可行的。附录C中给出一个适合的测试

程序。

    在成像过程中，X射线摄影胶片和胶片处理是关键的部件。用户的责任是确保这些部件以可接受方

式进行，例如考虑灵敏度、对比度和伪影的消除。这些器件的性能试验应先于任何验收试验测试，包括用



牙科X射线设备的X射线摄影胶片的辐射。

    影像显示装置的性能会影响数字牙科影像系统的性能测试。在任何验收试验执行之前，X射线设备依

照制造商的说明书，利用制造商的电子试验图像，应建立影像显示装置来表达它规定的性能。

    非介入式测量对于验收试验是比较适宜的。当介入式测量是试验程序的一部分时，在试验后设备应

能够恢复到试验前的状态。

    4．2  试验用的文件和数据

    下列文件是需要的：

    ——GB 9706中适用部分的符合性声明；

    ——定购的设备或设备部件清单和实际供给的清单(GB 9706．1)；

    ——在购买者和供应商之间达成一致的性能说明；

    ——在供应商处或安装中所涉及对质量而言重要项目的试验结果，例如焦点标称值；

    ——使用说明书，包括设备的操作指导；

    ——牙科X射线设备运行条件的详细说明；

    ——维护程序的范围和频次的指导性文件；

    ——适用的以往试验的报告；

    ——技术数据的更改。

    4．3  试验条件

    定义的不同类型的试验：

    ——目测检查；

    ——功能试验；

    ——系统性能；

    ——变化值的不确定性检查。

    试验中所用到的测量布局说明：

    a)  适用于口内(见图1和图2)；

    b)  适用于全景(见图3和图4)；

    c)  适用于头颅(见图5)。

    图1所示的布局仅仅是一个提示，在每次试验中并不需要所有的部件。试验应为操作者可触及的

事物的全性能的证实提供适当的必要的信息。

    试验的牙科X射线设备的名称、试验用测试设备的名称、几何布局、运行参数、校正因素和相关联设备

的试验结果(X射线摄影胶片、胶片处理)这些相关的数据应与试验结果一同记录。记录应包括位置名称、

数据、执行试验程序的人的名称。

    4．4  试验的范围

    成像性能的验收试验包括以下项目：

    ——牙科X射线设备的标识；

    ——文件检查；

    ——目测和功能试验；

    ——X射线管电压；

    ——总滤过；

    ——焦点；

    ——X射线束的限束和校准；

    ——线对分辨率；

    ——低对比分辨率；

    ——辐射输出；



    ——光密度。

    4．5  试验设备包括体模和试验器件
    4．5．1  总则

    用于验收试验用的测量设备应按国家标准或有可能存在的国际标准进行校准。

    测量设备的不确定度应小于测量值的允差。

    4．5．2  高压测量仪器

    如果适用，X射线管电压应由X射线摄影透射仪测量。

    注：如果确有必要使用电子的高电压测量装置，使用者应评估在指示值和测量值之间偏差程度。

    在一些类型的牙科X射线设备中，在最初的加载时间中X射线管电压有一个变化，这没有临床意义。
    一些全景装置设计成X射线管电压在加载时间内故意变动的。

    不同类型的数字kV表响应不同方面的电压／时间特性，因此不能提供通用的指导。
    4．5．3  比释动能计

    与普通的医用摄影相比，牙科摄影采用面积较小、能量较低和低空气比释动能较低的X射线束。为这

些试验用的比释动能计应确保适用于能量和空气比释动能率要校准，探测器比正常限束尺寸要小。
    4．5．4  体模和试验器件

    这些试验器件由一些可组合排列或可分离排列的结构元素组成。试验器件应包含线条组并且它的
空间频率要等于或大于被测的空间频率。下列的要求适用：
    a)  外部尺寸

    对于下列所有的适用条件，这些体模的尺寸应至少足够接收全部辐射束。
    1)  适用于口内(见图6和图7)；

    2)  适用于全景；

    3)  适用于头颅。

    b)  衰减和硬化

    铝体模应是纯度不低于99．5％的铝(99．5％的铝依据ISO 2029)且厚度是6 mm±0．1 mm(见
IEC 61267)。

    c)  数字成像中线对分辨率的试验器件

    适宜的试验器件可包括带有0．05 mm铅厚度的线组测试模和适当频率的栅条组。

    1)  适用于口内4．0 lp／mm～8．0 lp／mm；

    2)  适用于全景1．6 lp／mm～3．0 lp／mm；

    3)  适用于头颅1．6 lp／mm～3．0 lp／mm。
    栅条组之间级差≤20％。

    d)  数字成像中低对比分辨率的试验器件(见图7)

    试验器件应包含一个低于或等于被检测对比度中最小对比度的物体。一个适宜的试验器件具有
0．5 mmAl带孔的铝箔。

    1)  适用于口内，直径1 mm，1．5 mm，2 mm，2．5 mm；
    2)  适用于全景，直径1 mm，1．5 mm，2 mm，2．5 mm；

    3)  适用于头颅，直径1 mm，1．5 mm，2 mm，2．5 mm。
    4．5．5  透镜

    应使用一个具有放大率的透镜，通常以2．5的倍率为宜。
    4．5．6  密度计

    密度计应覆盖从0至3．5的光学密度。

    4．6  试验结果的评价

    当超过规定的限量值或允差时，至少再做两次附加的测量来验证结果。



    评价与限制值(高于或低于)有关的结果时，应考虑测量中的不确定性。

    5  具有口内X射线影像接受器的牙科X射线设备的试验方法

    5．1  目测和功能试验

    5．1．1  要求

    牙科X射线设备的操作和功能应符合有关规定的。

    所有操作者可触及的控制部件应标有图形标记(例如符合IEC 60417或IEC 60878)或注有简洁的

语言。指示灯的颜色应符合可适用的标准，例GB 9706．1。X射线管组件上的标记应符合GB 9706．11。

    使用说明书应完整地描述试验中的牙科X射线设备在试验中的操作方法，应描述操作者可触及的控制

部件、指示、显示的功能和全部符号的定义。使用说明书所表述的相关位置、标记和符号应与临床应用

的牙科X射线设备相一致，使用说明书应采用当地要求的语言。

    5．1．2  试验方法

    通过目测检查和功能试验进行的试验。它们包括：

    ——试验用设备的详细目录；

    ——依据4．2检查所有现有文件；

    ——机械和电气调节装置的功能试验；

    ——控制部件的功能试验和识别；

    ——控制部件标记的目测检查；

    ——X射线管组件标志的目测检查；

    ——使用说明书的目测检查。

    5．2  *X射线管电压

    5．2．1  要求

    X射线管电压的测量值应与指示值在规定的允差内。

    5．2．2  试验方法

    测量值应按图1所示的布局进行测量。试验最好用一个非介入式的方法进行。

    在影像接收面的一次辐射束中心放置一个用于测量高压的透射测量仪或探测器。

    在固定的X射线管电压或正常使用的X射线管电压下进行测量。

    按规定的允差比较X射线管电压的测量值与指示值。

    5．3  *总滤过

    5．3．1  要求

    由投向患者的X射线束中的全部材料的总滤过应予以规定，总滤过和所定义的辐射质量需以铝和其他

适用的物质的厚度的质量等效滤过来表示。

    5．3．2  试验方法

    通过检查X射线源组件上的外部标记和随机文件来验证是否符合要求。如果没有给出该信息，总滤过

是不能被直接测量的，必要时，质量等效滤过依照YY 0062中3和4进行测定(见下面)。

    注：在窄束条件下，牙科X射线设备处于X射线管电压和相应的加载因素下运行，测量半价层，并与具有相同靶材

料、靶角度的X射线管的半价层进行比较。

    用图1的布局进行简化测量，使牙科X射线设备处于固定的X射线管电压和相应的电流时间积下运行，

测量第一半价层。这种试验给出的仅是总滤过的近似值，因为这些试验条件与YY 0062不完全一致。用

这种修正测量所显示一致性的失灵不应作为牙科X射线设备不可接受的理由，它仅表明需要一个更精确

的试验。



    5．4  *X射线管的焦点

    5．4．1  要求

    焦点标称值的实际焦点尺寸应符合YY／T 0063。附加参数例如相关尺寸、基准轴的方向、加载因素，描述

测试这些参数的测试方法需要在本部分的范围内进行测试。

    5．4．2  试验方法

    实际焦点尺寸与YY／T 0063所述的焦点标称值的符合性应由制造商鉴定和证实。

    注：由狭缝照相机、针孔照相机、星卡、评价和试验器件影像的付里叶转换的焦点测试程序都给出关于尺寸和分辨

率的不同结果。标准的焦点测量程序是在特定的照射条件和光学密度下依照YY／T 0063所规定的由针孔照

相机来完成。

    5．5  X射线束的限制和校准

    5．5．1  要求

    X射线野尺寸在设备上的标记和书面指示应和实际值与规定的允差内保持一致。

    5．5．2  试验方法

    通过检查X射线设备和随机文件来验证是否符合要求。在牙科X射线限束筒的末端测量X射线野的

尺寸。

    检查X射线照片和评价基准轴是否与限束器在同一直线上。

    注：对圆形X射线限束装置和牙科限束筒，当基准轴与牙科限束简不平行时，通过X射线束照片的影像中的光密

度会有一个变化。同样当限束装置与辐射端的基准轴不正确排列时，X射线照片中的影像将成椭圆形。

    在牙科限束筒的末端放置一个用不透光的信封或摄影暗匣装着摄影胶片(牙科胶片)或一个合适的X射

线影像接受器，按图1所示布局进行一次测量。

    在这些加载因素的条件下产生的X射线照片，为的是在处理后的X射线摄影胶片上产生的光密度D范

围为0．5到2．0。
    测量X射线野的尺寸并且标注和规定值之间的差异，如果没有处理胶片的装置，用一个数字传感器

通过90°旋转曝光四次来试验X射线束的限制还是可能的。

    X射线野的测量值与规定值之间的误差应在规定的允差内。

    5．6  焦点到皮肤的距离

    5．6．1  要求

    从指示焦点到牙科限束筒的末端的距离的标记和书面指示的准确度应符合允许的值。

    5．6．2  试验方法

    是否符合要求，可通过检查X射线设备和检查随机文件来加以验证。

    测量从焦点到牙科限束筒末端的距离。

    测量距离和指示值之间的误差应在规定允差内。

    5．7  *辐射输出的重复性

    5．7．1  要求

    用电流时间积表示的空气比释动能的重复性应符合允差或规定的值。

    5．7．2  试验方法

    按图1所示布局进行测量。比释动能仪的探测器放置在一次射线束中靠近牙科限束筒的位置。确保X

射线束完全覆盖探头。在规定的X射线管电压和通常可取3 mA·s和5 mA·s的电流时间积下测量辐射

输出的重复性。

    注：牙科X射线设备设定在很低的持续率下使用。为了保持在运行温度限制范围内和确保设备的预期特性结果，

在测量系统的辐射时应有足够的冷却时间。如果制造商的指导书没有规定持续率，限制每分钟内的加载时间

少于0．5 s。

    选择建议的加载时间，以便在辐射期间，初始瞬态效应和热效应作用不至于影响结果。

    在特定的电流时间积和X射线管电压组合下至少测量五次空气比释动能。



    计算平均值和变异系数并且检查每一个测量值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将计算结果与规定的允差进行比较。

    5．8  线对分辨率

    a)  不具有数字成像探测采集或处理部分。

    注：由于线对分辨率由焦点尺寸(见5．4)和外形决定，同时受所使用的胶片型号的限制，所以这里没有要求和

试验。

    b)  具有数字成像采集或处理部分。

    按图2所示的布局，用制造商推荐的方法，通过改变辐照时间的设置在探测器的平面上获取辐照，以

便在影像上获取最大动态范围。

    用辐射时间设定产生如图7所示的试验器件的影像，见图7。

    将线对分辨率与规定的允差进行比较。

    5．9  低对比分辨率

    a)  不具有数字成像探测采集或处理部分。

    不适用。

    b)  具有数字成像采集或处理部分。

    按5．8b)测试所产生的图像，包括低对比度阶梯。注意能从图像背景中辨别出的最低对比度阶梯

的值，并与规定值相比较。

    6  具有口外X射线影像接受器的牙科全景X射线设备试验方法

    6．1  目测和功能试验

    5．1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

    6．2  X射线管电压

    6．2．1  要求

    5．2要求适用。

    6．2．2  试验方法

    透射仪或适合高压测量仪器的探头可置于次级光阑或数字传感器。

    6．3  总滤过

    6．3．1  要求

    由投向患者的X射线束中的全部材料的总滤过应予规定，总滤过和与所定义的辐射质量需以铝和其他

适用的物质的厚度的质量等效滤过来表示。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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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该信息没有给出，总滤过是不能

直接测量的。如有必要，质量等效滤过根据YY 0062中3和4进行测定(见以下)。

    注：在窄束条件下，牙科X射线设备处于X射线管电压和相应的加载因素下运行，测量半价层，并与具有相同靶材

料、靶角度的X射线管的半价层进行比较。

    用图1的布局进行简化测量，使牙科X射线设备以正常使用条件下的X射线管电压、电流时间积运行，

测量第一半价层。这种试验给出的仅是总滤过的近似值，因为这些试验条件与YY 0062不完全一致。这

种靠修正测量所得的不应作为牙科X射线设备不可接受的理由，它仅表明需要一个更精确的试验。

    6．4  X射线管焦点

    5．4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

    6．5  X射线束的限制和校准

    6．5．1  要求

    X射线野尺寸在牙科X射线设备的标记和书面指示的准确性与X射线野实际尺寸应与规定的允差相



一致。

    6．5．2  试验方法

    以下列出一种可适用的试验步骤。

    通过检查牙科X射线设备和随机文件来验证一致性。测量次级光阑的狭缝尺寸，按图3布局，在次级

光阑前部和后部分别放置装有X射线摄影胶片的不透光信封或一个合适的X射线影像接受器，确保X射线

影像接受器在次级光阑的狭缝上、下延伸数厘米，且没有牙科全景X射线设备旋转运动的干扰。使用合

适的加载因素产生的X射线照片，其胶片处理后的光密度D在0．5至2．0范围内。

    测量次级光阑前胶片上的X射线野的尺寸并记录与规定值的差异。所测得的X射线野尺寸和规定值

之间的差异应在规定的允差范围内。

    测量次级光阑后胶片上的X射线野尺寸，记录与规定值的差异及次级光阑狭缝的尺寸。检查胶片，

确保X射线束的校准及次级光阑狭缝尺寸符合要求，所测得的X射线野尺寸和规定值的差异应在规定的

允差范围内。

    6．6  焦点至皮肤距离

    不适用。

    6．7  辐射输出的重复性

    如果辐射输出在顺时针和逆时针两个方向都有可能，那么，重复性需要在两个方向的情况下测量。

    6．7．1  要求

    用电流时间积表示的空气比释动能的重复性应与容许值或规定值相一致。

    6．7．2  试验方法

    测量按图3布局进行，比释动能计探头置于接近次级光阑的一次辐射束中，使X射线管电压和电流时间

积处于规定的正常使用条件下，测量辐射输出的重复性。

    在电流时间积和X射线管电压的特定组合条件下，空气比释动能至少测量五次。

    计算出平均值和变异系数并检查所有单次测量值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将这些测量值和规定的允差对照。

    6．8  线对分辨率

    a)  不具有数字图像探测或处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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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几何形状所决定或是受选用胶片型号

所限。

    b)  具有数字图像探测或处理部分

    测量按图4布局，用0．8mm铜作为附加衰减层模仿颅骨的衰减，并置于X射线束中，改变X射线管电

压，在检测器平面上获得——辐照。所用探测板是由制造商推荐，能在图像上产生最大的动态范围。

    用这种X射线管电压的设置产生图像的试验器件如图7所示。

    将线对分辨率与规定值比较。

    6．9  低对比度分辨率

    a)  不具有数字成像采集或处理部分。

    不适用。

    b)  具有数字成像采集或处理部分。

    按6．8b)测试所产生的图像，包括低对比度阶梯。注意能从图像背景中辨别出的最低对比度阶梯

的值，并与规定值相比较。

    6．10  带增感屏的X射线胶片暗匣

    6．10．1  要求

    带增感屏的X射线摄影胶片暗匣应是不透光的，并要避免伪影和缺陷。



    6．10．2  试验方法

    暗匣应做目测和性能试验，增感屏应做伪影和缺陷检查，所有暗匣应做不透光试验。
    6．11  图像均匀性

    X射线管在旋转辐照过程中应不波动或不暂停。
    6．11．1  试验程序

    按图3布局试验X射线照片，使用能产生平行的水平条纹的试验器件。所用的加载因素能使处理后的
X射线胶片的光密度D在0．5至2．0范围内。

    6．11．2  X射线照片的评价

    a)  用肉眼观察，条纹的垂直波动应是不明显的。

    b)  由于齿轮间隙、速度或旋转变化所产生的垂直条纹不可以影响图像诊断的评价。这些条纹一

般出现在图像的一端(通常在开始端)。图像中心附近的条纹是非常稠密的，或有清晰的边
界，表明在设备验收前，宜检查机械问题。

    6．12  患者定位指示器

    确认已按照制造商的试验程序，正确地校正指示器。
    6．13  全景层

    6．13．1  要求

    牙科全景断层摄影是一种用于产生牙科弓形X射线照片的技术。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弓形的形状和幅

度是变化的。因此，为了在X射线照片上产生可接受的不同曲线面的图形。应试验全景牙科X射线设备
的有效性。

    6．13．2  试验方法

    使用由制造商提供的为此目的试验器件。

    7  具有口外X射线影像接受器的牙科头颅X射线设备的试验方法

    7．1  目测和功能试验

    5．1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

    7．2  X射线管电压
    6．2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

    7．3  总滤过
    6．3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

    7．4  X射线管焦点
    5．4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

    7．5  X射线束的限制和校准

    7．5．1  要求

    X射线野应等于或小于影像接受器平面中的影像接受器的大小。
    7．5．2  试验方法

    在影像接受器支架内的适当位置，放置胶片暗匣或数字成像接受器。如果，制造商没有提供可适用
的试验程序，用0．8mm铜衰减层遮住X射线管上的光阑，使用适合于头颅测量的加载因素，辐照影像接

受器，如果X射线照片上的图像所有边缘是可见的，那么，满足验收准则。对于试验光阑准直的一种可
适用的程序是采用荧光屏。

    7．6  焦皮距
    无此项测试要求。

    7．7  辐射输出的重复性

    6．7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



    7．8  线对分辨率

    5．8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

    7．9  低对比度分辨率

    5．9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
    7．10  带增感屏的X射线摄影胶片暗匣

    6．10要求和试验方法适用。

    7．10．1  试验方法

    暗匣应做目测和性能试验，增感屏应做缺陷和伪影检查，所有暗匣应进行漏光试验。

    8  试验报告和符合性声明

    试验报告应有下列项目：

    ——被试牙科X射线设备说明，包括所有元件的单独标识数据；

    ——编辑有关性能和功能明细单；
    ——试验设备的说明，包括片屏系统和数据处理系统；

    ——试验结果；
    ——声明被试牙科X射线设备是否符合规定参数，包括：地点、日期及履行试验人员姓名。

    试验报告中记录的结果应指明所试验的X射线设备是否满足本部分的要求。

    注：有关验收试验的结果，包括胶片冲洗可作为初始稳定性试验的参考数据。

    试验报告应有如下标题形式：

    试验报告

    牙科X射线设备的验收试验
    根据GB／T 19042．4—2005**

    如果要声明符合本部分，应以下列形式声明：

    牙科X射线设备图像性能⋯⋯*，符合GB／T 19042．4—2005**

    *  标识(例如：设备名称、型号或类型参考)。
    **  本部分出版年份。



    单位为毫米    { 01.j pg}

    1——焦点；

    2——牙科限束筒；

    3——半价层测量器件；

    4——影像接受器平面；

    5——用于测量重复性的比释动能计探头；

    6——用于测量半价层的比释动能计探头。

    图1  具有口内X射线影像接受器的牙科X射线设备空气比释动能和分辨率测量布局



    单位为毫米    {02.jpg}

    1——X射线管；

    2——牙科限束筒；

    3——附加衰减层(6mmAl)，

    或牙科体模(见图6)，

    或用于数字成像采集的牙科体模(见图7)；

    4——X射线影像接受器或比释动能计。

    图2  具有口内X射线影像接受器的牙科X射线设备空气比释动能和分辨率测量布局
    { 03.j pg}

    1——屏-片系统；
    2——次级光阑；

    3——附加衰减层／体模(例如0．8mmCu)；
    4——牙科体模(见图6)；
    5——初级光阑；
    6——X射线管；
    7——比释动能计探头。

    图3  具有口外X射线影像接受器的牙科全景X射线设备空气比释动能和分辨率测量布局



    {04.jpg}

    1——数字传感器；

    2——次级光阑；

    3——附加衰减层／体模(例如0．8mmCu)；

    4——用于数字探测的牙科体模(见图7)；或用于全景层的试验器件(见图8)；

    5——初级光阑；

    6——X射线管；

    7——比释动能计探头。

    图4  具有口外数字X射线影像接受器的牙科全景X射线设备空气比释动能、

分辨率、图像均匀性和全景层测量布局实例
    {05. jpg}

    1——X射线管；

    2——附加衰减层／体模(0．8mm铜)；

    3——牙科体模(见图6)；

    4——屏-片系统、数字传感器或比释动能计。

    图5  具有口外X射线影像接受器的头颅X射线设备空气比释动能和分辨率测量布局实例



    单位为毫米    {06.jpg}

    1——牙科限束筒中心标记；

    2——牙科限束筒中心标记；

    3——0．3mm铜箔；

    4——聚四氟乙烯阶梯(第一级=8mm，第二级=16mm)；

    5——体模支架；

    6——牙科胶片凹槽。

    图6  牙科体模(实例)



    {07.jpg}

    1——牙科限束筒中心标记；

    2——附加衰减层／体模(6．0mm铝)；

    3——线对分辨率试验器件，

    (口内适用4lp／mm～8lp／mm)，

    (全景或头颅适用1．6lp／mm～3lp／mm)；

    4——低对比度分辨率试验器件；

    5——数字传感器的空间定位(根据传感器的几何尺寸)；

    6——基本体模。

    图7  数字成像探测或处理部分的牙科体模(实例)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术语-已定义术语索引

    GB 9706．1第2章⋯⋯⋯⋯⋯⋯⋯⋯⋯⋯⋯⋯⋯⋯⋯⋯⋯⋯⋯⋯⋯⋯⋯⋯⋯⋯⋯⋯⋯⋯⋯NG-2．．．

    IEC 60788⋯⋯⋯⋯⋯⋯⋯⋯⋯⋯⋯⋯⋯⋯⋯⋯⋯⋯⋯⋯⋯⋯⋯⋯⋯⋯⋯⋯⋯⋯⋯⋯⋯⋯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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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定义单位名称⋯⋯⋯⋯⋯⋯⋯⋯⋯⋯⋯⋯⋯⋯⋯⋯⋯⋯⋯⋯⋯⋯⋯⋯⋯⋯⋯⋯⋯⋯⋯rm-．．-．．+

    未定义术语⋯⋯⋯⋯⋯⋯⋯⋯⋯⋯⋯⋯⋯⋯⋯⋯⋯⋯⋯⋯⋯⋯⋯⋯⋯⋯⋯⋯⋯⋯⋯⋯⋯⋯rm-．．-．．-

    早期单位名称⋯⋯⋯⋯⋯⋯⋯⋯⋯⋯⋯⋯⋯⋯⋯⋯⋯⋯⋯⋯⋯⋯⋯⋯⋯⋯⋯⋯⋯⋯⋯⋯⋯rm-．．-．．．

    缩略语⋯⋯⋯⋯⋯⋯⋯⋯⋯⋯⋯⋯⋯⋯⋯⋯⋯⋯⋯⋯⋯⋯⋯⋯⋯⋯⋯⋯⋯⋯⋯⋯⋯⋯⋯⋯rm-．．-．．s

    GB／T17006．1第3章⋯⋯⋯⋯⋯⋯⋯⋯⋯⋯⋯⋯⋯⋯⋯⋯⋯⋯⋯⋯⋯⋯⋯⋯⋯⋯⋯⋯⋯AG-3．．．

    GB／T19042．4—2005第3章(本出版物)⋯⋯⋯⋯⋯⋯⋯⋯⋯⋯⋯⋯⋯⋯⋯⋯⋯⋯⋯⋯⋯⋯3-4-3．．．

    验收试验acceptance test⋯⋯⋯⋯⋯⋯⋯⋯⋯⋯⋯⋯⋯⋯⋯⋯⋯⋯⋯⋯⋯⋯⋯⋯⋯⋯⋯⋯AG-3．2．4

    随机文件accompanying documents⋯⋯⋯⋯⋯⋯⋯⋯⋯⋯⋯⋯⋯⋯⋯⋯⋯⋯⋯⋯⋯⋯⋯⋯rm-82-01

    实际焦点actual focal spot⋯⋯⋯⋯⋯⋯⋯⋯⋯⋯⋯⋯⋯⋯⋯⋯⋯⋯⋯⋯⋯⋯⋯⋯⋯⋯⋯⋯rm-20-12

    空气比释动能air kerma⋯⋯⋯⋯⋯⋯⋯⋯⋯⋯⋯⋯⋯⋯⋯⋯⋯⋯⋯⋯⋯⋯⋯⋯⋯⋯⋯⋯⋯rm-13-11

    伪影artifact⋯⋯⋯⋯⋯⋯⋯⋯⋯⋯⋯⋯⋯⋯⋯⋯⋯⋯⋯⋯⋯⋯⋯⋯⋯⋯⋯⋯⋯⋯⋯⋯⋯AG-3．3．1

    附属设备associated equipment⋯⋯⋯⋯⋯⋯⋯⋯⋯⋯⋯⋯⋯⋯⋯⋯⋯⋯⋯⋯⋯⋯⋯⋯⋯⋯rm-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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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性试验constancy test⋯⋯⋯⋯⋯⋯⋯⋯⋯⋯⋯⋯⋯⋯⋯⋯⋯⋯⋯⋯⋯⋯⋯⋯⋯⋯⋯AG-3．2．6

    电流时间积current time product⋯⋯⋯⋯⋯⋯⋯⋯⋯⋯⋯⋯⋯⋯⋯⋯⋯⋯⋯⋯⋯⋯⋯⋯⋯rm-36-13

    牙科限束筒dental beam aplicator⋯⋯⋯⋯⋯⋯⋯⋯⋯⋯⋯⋯⋯⋯⋯⋯⋯⋯⋯⋯⋯⋯⋯⋯rm-37-30+

    牙科全景断层dental panoramic tomography⋯⋯⋯⋯⋯⋯⋯⋯⋯⋯⋯⋯⋯⋯⋯⋯⋯⋯⋯⋯rm-41-12

    直接X射线摄影direct radiography⋯⋯⋯⋯⋯⋯⋯⋯⋯⋯⋯⋯⋯⋯⋯⋯⋯⋯⋯⋯⋯⋯⋯⋯rm-41-07

    显示display⋯⋯⋯⋯⋯⋯⋯⋯⋯⋯⋯⋯⋯⋯⋯⋯⋯⋯⋯⋯⋯⋯⋯⋯⋯⋯⋯⋯⋯⋯⋯⋯⋯⋯rm-84-01

    设备equipment⋯⋯⋯⋯⋯⋯⋯⋯⋯⋯⋯⋯⋯⋯⋯⋯⋯⋯⋯⋯⋯⋯⋯⋯⋯⋯⋯⋯⋯⋯⋯NG-2．2．11
    滤过filter⋯⋯⋯⋯⋯⋯⋯⋯⋯⋯⋯⋯⋯⋯⋯⋯⋯⋯⋯⋯⋯⋯⋯⋯⋯⋯⋯⋯⋯⋯⋯⋯⋯⋯⋯rm-35-01

    焦点focal spot⋯⋯⋯⋯⋯⋯⋯⋯⋯⋯⋯⋯⋯⋯⋯⋯⋯⋯⋯⋯⋯⋯⋯⋯⋯⋯⋯⋯⋯⋯⋯⋯rm-20-13s

    焦皮距focal spot to skin distance⋯⋯⋯⋯⋯⋯⋯⋯⋯⋯⋯⋯⋯⋯⋯⋯⋯⋯⋯⋯⋯⋯⋯⋯rm-37-12

    半价层half value layer⋯⋯⋯⋯⋯⋯⋯⋯⋯⋯⋯⋯⋯⋯⋯⋯⋯⋯⋯⋯⋯⋯⋯⋯⋯⋯⋯⋯⋯rm-13-42

    影像接受器平面image receptor plane⋯⋯⋯⋯⋯⋯⋯⋯⋯⋯⋯⋯⋯⋯⋯⋯⋯⋯⋯⋯⋯⋯rm-37-15

    显示值indicated value⋯⋯⋯⋯⋯⋯⋯⋯⋯⋯⋯⋯⋯⋯⋯⋯⋯⋯⋯⋯⋯⋯⋯⋯⋯⋯⋯⋯⋯rm-37-10

    使用说明书instructions for use⋯⋯⋯⋯⋯⋯⋯⋯⋯⋯⋯⋯⋯⋯⋯⋯⋯⋯⋯⋯⋯⋯⋯⋯⋯rm-82-02
    辐照irradiation⋯⋯⋯⋯⋯⋯⋯⋯⋯⋯⋯⋯⋯⋯⋯⋯⋯⋯⋯⋯⋯⋯⋯⋯⋯⋯⋯⋯⋯⋯⋯⋯rm-12-09

    辐照时间irradiation time⋯⋯⋯⋯⋯⋯⋯⋯⋯⋯⋯⋯⋯⋯⋯⋯⋯⋯⋯⋯⋯⋯⋯⋯⋯⋯⋯⋯rm-36-11

    比释动能率kerma rate⋯⋯⋯⋯⋯⋯⋯⋯⋯⋯⋯⋯⋯⋯⋯⋯⋯⋯⋯⋯⋯⋯⋯⋯⋯⋯⋯⋯⋯rm-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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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对分辨率line pair resolution⋯⋯⋯⋯⋯⋯⋯⋯⋯⋯⋯⋯⋯⋯⋯⋯⋯⋯⋯⋯⋯⋯⋯⋯⋯AG3．3．2

    加载因素loading factor⋯⋯⋯⋯⋯⋯⋯⋯⋯⋯⋯⋯⋯⋯⋯⋯⋯⋯⋯⋯⋯⋯⋯⋯⋯⋯⋯⋯⋯rm-36-01

    加载时间loading time  ⋯⋯⋯⋯⋯⋯⋯⋯⋯⋯⋯⋯⋯⋯⋯⋯⋯⋯⋯⋯⋯⋯⋯⋯⋯⋯⋯⋯⋯rm-36-10
    低对比度分辨率low contrast resolution⋯⋯⋯⋯⋯⋯⋯⋯⋯⋯⋯⋯⋯⋯⋯⋯⋯⋯⋯⋯⋯⋯AG3．3．3



    制造商manufacturer⋯⋯⋯⋯⋯⋯⋯⋯⋯⋯⋯⋯⋯⋯⋯⋯⋯⋯⋯⋯⋯⋯⋯⋯⋯⋯⋯⋯⋯⋯rm-85-03-

    测量值measured value⋯⋯⋯⋯⋯⋯⋯⋯⋯⋯⋯⋯⋯⋯⋯⋯⋯⋯⋯⋯⋯⋯⋯⋯⋯rm-73-08

    型号或类型参考(型号数)model or type reference(type number)⋯⋯⋯⋯⋯⋯⋯⋯⋯⋯⋯NG-2．12．2

    调制传递函数modulation transfer function⋯⋯⋯⋯⋯⋯⋯⋯⋯⋯⋯⋯⋯⋯⋯⋯⋯⋯⋯⋯rm-73-05

    窄射束条件narrow beam condition⋯⋯⋯⋯⋯⋯⋯⋯⋯⋯⋯⋯⋯⋯⋯⋯⋯⋯⋯⋯⋯⋯⋯⋯rm-37-23

    焦点标称值nominal focal spot value⋯⋯⋯⋯⋯⋯⋯⋯⋯⋯⋯⋯⋯⋯⋯⋯⋯⋯⋯⋯⋯⋯⋯rm-20-14

    非屏片non-screen film⋯⋯⋯⋯⋯⋯⋯⋯⋯⋯⋯⋯⋯⋯⋯⋯⋯⋯⋯⋯⋯⋯⋯⋯⋯⋯⋯⋯⋯rm-32-35

    正常使用normal use⋯⋯⋯⋯⋯⋯⋯⋯⋯⋯⋯⋯⋯⋯⋯⋯⋯⋯⋯⋯⋯⋯⋯⋯⋯⋯⋯⋯⋯⋯rm-82-04

    操作者operator⋯⋯⋯⋯⋯⋯⋯⋯⋯⋯⋯⋯⋯⋯⋯⋯⋯⋯⋯⋯⋯⋯⋯⋯⋯⋯⋯⋯⋯⋯⋯⋯rm-85-02

    患者patient⋯⋯⋯⋯⋯⋯⋯⋯⋯⋯⋯⋯⋯⋯⋯⋯⋯⋯⋯⋯⋯⋯⋯⋯⋯⋯⋯⋯⋯⋯⋯⋯⋯⋯rm-62-03

    体模phantom⋯⋯⋯⋯⋯⋯⋯⋯⋯⋯⋯⋯⋯⋯⋯⋯⋯⋯⋯⋯⋯⋯⋯⋯⋯⋯⋯⋯⋯⋯⋯⋯⋯rm-54-01

    针孔照相机pinhole camera⋯⋯⋯⋯⋯⋯⋯⋯⋯⋯⋯⋯⋯⋯⋯⋯⋯⋯⋯⋯⋯⋯⋯⋯⋯⋯⋯rm-71-02

    初级辐射束primary radiation beam⋯⋯⋯⋯⋯⋯⋯⋯⋯⋯⋯⋯⋯⋯⋯⋯⋯⋯rm 11-06 and rm-37-05

    质量等效滤过quality equivalent filtration⋯⋯⋯⋯⋯⋯⋯⋯⋯⋯⋯⋯⋯⋯⋯⋯⋯⋯⋯⋯⋯rm-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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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辐射束radiation beam⋯⋯⋯⋯⋯⋯⋯⋯⋯⋯⋯⋯⋯⋯⋯⋯⋯⋯⋯⋯⋯⋯⋯⋯⋯⋯⋯⋯⋯rm-37-05

    辐射探测计radiation detector⋯⋯⋯⋯⋯⋯⋯⋯⋯⋯⋯⋯⋯⋯⋯⋯⋯⋯⋯⋯⋯⋯⋯⋯⋯⋯rm-51-01

    辐射输出radiation output⋯⋯⋯⋯⋯⋯⋯⋯⋯⋯⋯⋯⋯⋯⋯⋯⋯⋯⋯⋯⋯⋯⋯⋯⋯⋯⋯⋯AG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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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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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射线摄影暗匣radiographic cassette⋯⋯⋯⋯⋯⋯⋯⋯⋯⋯⋯⋯⋯⋯⋯⋯⋯⋯⋯⋯⋯⋯⋯rm-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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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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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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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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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准轴reference axis⋯⋯⋯⋯⋯⋯⋯⋯⋯⋯⋯⋯⋯⋯⋯⋯⋯⋯⋯⋯⋯⋯⋯⋯⋯⋯⋯⋯⋯⋯rm-3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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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数serial number⋯⋯⋯⋯⋯⋯⋯⋯⋯⋯⋯⋯⋯⋯⋯⋯⋯⋯⋯⋯⋯⋯⋯⋯⋯⋯⋯⋯⋯⋯NG-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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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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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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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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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时器件timing device⋯⋯⋯⋯⋯⋯⋯⋯⋯⋯⋯⋯⋯⋯⋯⋯⋯⋯⋯⋯⋯⋯⋯⋯⋯⋯⋯⋯rm-83-03

    总滤过total filtration⋯⋯⋯⋯⋯⋯⋯⋯⋯⋯⋯⋯⋯⋯⋯⋯⋯⋯⋯⋯⋯⋯⋯⋯⋯⋯⋯⋯⋯⋯rm-13-48
    用户user⋯⋯⋯⋯⋯⋯⋯⋯⋯⋯⋯⋯⋯⋯⋯⋯⋯⋯⋯⋯⋯⋯⋯⋯⋯⋯⋯⋯⋯⋯⋯⋯⋯⋯⋯rm-85-01

    X射线束x-ray beam⋯⋯⋯⋯⋯⋯⋯⋯⋯⋯⋯⋯⋯⋯⋯⋯⋯⋯⋯⋯⋯⋯⋯⋯⋯⋯⋯⋯⋯rm-37-05+

    X射线设备x-ray equipment⋯⋯⋯⋯⋯⋯⋯⋯⋯⋯⋯⋯⋯⋯⋯⋯⋯⋯⋯⋯⋯⋯⋯⋯⋯⋯⋯rm-20-20

    X射线野x-ray field  ⋯⋯⋯⋯⋯⋯⋯⋯⋯⋯⋯⋯⋯⋯⋯⋯⋯⋯⋯⋯⋯⋯⋯⋯⋯⋯⋯⋯⋯rm-37-07+
    X射线发生器x-ray generator⋯⋯⋯⋯⋯⋯⋯⋯⋯⋯⋯⋯⋯⋯⋯⋯⋯⋯⋯⋯⋯⋯⋯⋯⋯⋯rm-20-17

    X射线光谱x-ray specturm⋯⋯⋯⋯⋯⋯⋯⋯⋯⋯⋯⋯⋯⋯⋯⋯⋯⋯⋯⋯⋯⋯⋯⋯⋯⋯rm-13-34+

    X射线管x-ray tube⋯⋯⋯⋯⋯⋯⋯⋯⋯⋯⋯⋯⋯⋯⋯⋯⋯⋯⋯⋯⋯⋯⋯⋯⋯⋯⋯⋯⋯⋯rm-22-03
    X射线管组件x-ray tube assembly⋯⋯⋯⋯⋯⋯⋯⋯⋯⋯⋯⋯⋯⋯⋯⋯⋯⋯⋯⋯⋯⋯⋯⋯rm-22-01

    X射线管电流x-ray tube current⋯⋯⋯⋯⋯⋯⋯⋯⋯⋯⋯⋯⋯⋯⋯⋯⋯⋯⋯⋯⋯⋯⋯⋯⋯rm-36-07

    X射线管电压x-ray tube voltage⋯⋯⋯⋯⋯⋯⋯⋯⋯⋯⋯⋯⋯⋯⋯⋯⋯⋯⋯⋯⋯⋯⋯⋯⋯rm-36-02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根据现行标准或当前技术水平要求示例(精度、允差、偏差)

    有关5．2X射线管电压
    见GB9706．3—2000中50．103．1  ±10％。
    有关5．3总滤过

    见GB9706．12中29．201．5质量等效滤过：    不低于1．5 mmAl。
    表204-X射线设备半价层：    60kV，1．8mmAl。
    有关5．4X射线管焦点

    表B．1  焦点标称值的焦点尺寸典型值(见YY／T0063)

    焦点标称值     焦点尺寸允许值／mm

    F     宽     长

    0.25     0.25．．．0.38   0.25．．．0.38

    0.3     0.30．．．0.45 　0.45．．．0.65

    0.4     0.40．．．0.60   0.60．．．0.85

    0.5     0.50．．．0.75   0.70．．．1.10

    0.6     0.60．．．0.90   0.90．．．1.30

    0.7     0.70．．．1.10   1.00．．．1.50

    0.8     0.80．．．1.20   1.10．．．1.60

    0.9     0.90．．．1.30   1.30．．．1.80

    1.0     1.00．．．1.40   1.40．．．2.00

    1.1     1.10．．．1.50   1.60．．．2.20

    1.2     1.20．．．1.70   1.70．．．2.40

    1.3     1.30．．．1.80   1.90．．．2.60

    1.4     1.40．．．1.90   2.00．．．2.80

    1.5     1.50．．．2.00   2.10．．．3.00

    1.6     1.60．．．2.10   2.30．．．3.10

    1.7     1.70．．．2.20   2.40．．．3.20

    有关5．7辐射输出的重复性见GB9706．3—2000中50．102．1重复性。

    对任何加载因素的组合，空气比释动能测量值的变异系数应不大于0．05。
    参考文献

    GB9706．12—1997  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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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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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专用要求



    附录C

    (资料性附录)

    牙科X射线胶片(非屏胶片)的处理验收试验

    使用图2的布局，设置加载时间，在X射线影像接受器平面上进行辐照，所采用的影像接受器平面

是由胶片制造商推荐，为了产生规定的光密度。

    注：试验器件设计成宜适合于放置“成人磨牙”。

    移去比释动能强度计探头，在同一位置插入牙科X射线胶片，重复辐射。

    将处理后胶片的光密度与规定值进行比较。

    注：对牙科全景X射线有屏型胶片的冲洗试验可采用类似的程序。如果“口内”X射线设备的X射线管电压大于
60kV，可用于辐照全景暗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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