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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ual-source CT low-dose technology in the application 

of CT examination in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hest lesions. Methods  Selection in 

November 2013 to November 2014 in our hospital for inspection of 161 patients with 

suspected chest lesion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patients in the hospital can be divided 

into 7 groups, each group of 23 cases, the 7 groups patients respectively using conventional 

pipe electricity flow 110 mAs and low electrical flow 105, 100, 95, 90, 85, 80 mAs 

measurement, comparison between groups in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artery bifurcation 

plane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of pulmonary artery, pulmonary artery - sma vertical 

contrast to noise ratio, the descending aorta signal-to-noise ratio, the descending aorta-

sma vertical contrast to noise ratio, the subjective image quality score and lesion detection. 

Results  With the reduction of radiation dose,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of the pulmonary 

artery and the descending aorta gradually reduced (P<0.05). Each image quality score and 

decreased with the decrease of the bulb electricity flow (P<0.05), 80 mas electric flow of 

low duct lesion detection rate of 81.25% from the rest of th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P<0.05). Conclusion  Dual-source CT low-dose technique can in suspected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chest CT examination to give accurate judgmen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adiation damage to human body, suggested that dual-source CT examination with 

85 mas reference pipe flow, both can obtain accurate diagnostic images clearly and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adiation 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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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T检查在胸部病变临床诊断和疗效评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双源

CT是一种通过两套X线球管系统和两套探测器系统同时进行数据采集的

CT装置，在扫描速度、时间和空间的分辨率上较单源CT有更显著的突

破
[1-2]

。双源CT的辐射剂量较低，能对疾病作出快速准确的诊断，特别

是在胸部疾病的诊疗上体现出其优势，被认为是进行胸部检查的最有

效方法。但是X射线辐射剂量对患者的潜在伤害一直是医学上关注的问

题，降低CT扫描的辐射剂量对扫描成像清晰度、准确度是否有影响是

目前研究的热点
[3]
。射线剂量降低，扫描图像的质量会有所下降，噪

声增加，由于电流量与辐射量之间呈线性关系，管电流降低，辐射剂

量会相应下降
[4]
。所以本次研究我们应用常规管电流量110mAs和低管

电流量105，100，95，90，85，80mAs对161例疑似胸部病变患者进行

扫描检查，分析各组图像质量，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来我院接受检查的

161例疑是胸部病变患者，按照患者前来就诊的先后顺序将患者分为7

组，每组23例。110mAs组男15例，女8例，年龄24～73岁，平均年龄

(48.15±10.44)岁；105mAs组男13例，女10例，年龄19～75岁，平均

年龄(47.18±12.65)岁；100mAs组男16例，女7例，年龄26～71岁，

平均年龄(48.15±13.11)岁；95mAs组男15例，女8例，年龄23～69

双源CT低剂量技术
在疑是胸部病变患
者CT检查中的应用*

1.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诊室

2.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胸外科

3.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CT室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0)

刘素芝1   郭占林2   张  颖3

【摘要】目的 研究双源CT低剂量技术在
疑是胸部病变患者CT检查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2013年11月至2014年11月来我
院接受检查的161例疑是胸部病变患者，
按照患者前来就诊的先后顺序将患者分
为7组，每组23例，对7组患者分别采用
常规管电流量110mAs和低管电流量105，
100，95，90，85，80 mAs进行测量，比
较各组患者肺动脉分叉平面肺动脉信噪
比、肺动脉-竖脊肌对比噪声比、降主动
脉信噪比、降主动脉-竖脊肌对比噪声
比、图像主观质量评分及病变检出情况。
结果 随着放射剂量的降低，肺动脉和降
主动脉的信噪比逐渐降低(P＜0.05)；各
组图像质量评分随着球管电流量的减小而
降低(P＜0.05)；80mAs低管电流量组病变
检出率为81.25%较其余各组显著较低(P
＜0.05)。结论 双源CT低剂量技术能在疑
是胸部病变患者CT检查中给予准确判断，
能有效降低放射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建议
行双源CT检查时采用85mAs的参考管电流
量，既能获得准确清晰的诊断图像又能明
显降低患者所受辐射剂量。

【关键词】双源CT;低剂量技术;胸部病变
【中图分类号】R56；R445.3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81472794）

Dual-source CT Low-dose Technology Used 
in Suspected Lesions in Patients with Chest 
CT Examination*

通讯作者：刘素芝



62·

中国CT和MRI杂志　2016年12月 第14卷 第12期 总第86期

岁，平均年龄(46.84±13.04)

岁；90mAs组男16例，女7例，

年 龄 2 5 ～ 6 7 岁 ， 平 均 年 龄

(45.98±10.37)岁；85mAs组男17

例，女6例，年龄22～70岁，平均

年龄(45.28±12.38)岁；80mAs组

男14例，女9例，年龄24～71岁，

平均年龄(47.34±11.56)岁。所

有患者的体质指数(BMI)均处于

正常范围，男性：20kg/m
2
≤BMI

＜25kg/m
2
，女性：19kg/m

2
≤BMI

＜24kg/m
2
。各组患者在年龄、性

别、体质指数等方面的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

　　1.2 方法  仪器选择西门子

第二代炫速双源CT，患者呈仰卧

位，扫描范围自胸廓入口至肺

部。扫描参数：管电压120kV，螺

距3.0，准直64×0.6mm，扫描层

厚8mm，重建层厚8mm，球管旋转

时间0.5s，层间距8mm，各组患者

参考管电流量分别设置为110、

105、100、95、90、85、80mAs。

每位患者均重建两组图像，由2名

资深的胸部放射学诊断医师进行

评估。

　　1.3 观察指标  ①比较各组

患者纵膈窗图像各测量数据。将

纵膈窗图像传送至工作站，分别

测量肺动脉干、降主动脉、竖脊

肌各兴趣区的平均CT值，测量相

同层面上胸壁前空气CT值标准

差，对比噪声(CNR)=(兴趣区CT

值-竖脊肌CT平均值)/胸骨前空气

CT值标准差，以此公式分别计算

肺动脉-竖脊肌对比噪声比和降主

动脉-竖脊肌对比噪声比，根据公

式信噪比(SNR)=兴趣区CT值/胸

骨前空气CT值标准差计算肺动脉

信噪比和降主动脉信噪比。图像

质量评分由影像科的两位资深医

生判断，图像质量共分为4级，4

分表示图像能清晰的显示双肺纹

理及肺内病变情况，纵膈内组织

结构及病变层次清晰，无噪影干

扰；3分表示能较为清晰的显示双

肺纹理和病变结构，纵膈内组织

结构和病变层次也较为清晰，有

少量伪影存下，能为诊断提供有

效信息；2分表示双肺的纹理及肺

内病变情况不够清晰，图像内存

在较多伪影，图像不能为诊断提

供充足的诊断信息；1分表示图像

无法清晰的显示出双肺的纹理及

肺部病变，图像无法为诊断提供

有效信息
[5]
。②比较各组患者病

变检出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χ
-
±s)表示。将各组的纵膈窗图

像的肺动脉SNR、肺动脉-竖脊肌

CNR、降主动脉SNR、降主动脉-竖

脊肌CNR、图像质量评分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多重比

较采用Dunnet-t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各组患者纵膈窗图像各

项测量数据比较  各组图像的肺

动脉SNR和降主动脉SNR值分别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肺动脉-竖脊

肌CNR和降主动脉-竖脊肌CNR分

别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各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图

像质量评分随着球管电流量的减

小而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2 各组患者病变检出情

况比较  双源CT常规管电流量

110mAs和低管电流量105，100，

95，90，85，80mAs各组分别有16

例、19例、18例、20例、19例、

16例、13例检查结果为阳性，其

中包括肺部感染、肺部肿瘤、肺

气肿、胸腔积液、除低管电流量

80mAs的组，其余各组均能准确检

出患者胸部病变，即病变检出率

为100%，80mAs低管电流量组有部

分图像质量评分低于3分，图像

质量不能帮助医师进行正确的诊

断，病变检出率为81.25%，较另

外各组显著较低，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2.3 不同剂量双源CT扫描图

像比较  见图1-6。

   

　　3  讨   论

　　CT扫描检查在临床上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CT技术在不断发

展，CT扫描的速度越来越快，所

呈现的图像质量也越来越高，

对 病 变 的 诊 断 也 越 来 越 具 有      

准确性
[6-7]

。双源CT由两套独立

的X线球管及探测器组成，能在

一次扫描中通过产生不同能谱的

射线获得两组不同的能谱的图像

数据，双源CT的扫描时间短，其

优点是能减少因患者屏气不佳而

表1 各组患者纵膈窗图像各项测量数据比较

球管电   肺动脉SNR     肺动脉-竖    降主动脉    降主动脉-   图像质量评分

流量                   脊肌CNR        SNR       竖脊肌CNR

110mAs   8.81±2.26   0.74±0.35   8.65±2.05   0.71±0.31   3.91±0.24

105mAs  8.71±1.96   0.71±0.24   8.62±1.88   0.68±0.34   3.85±0.28

100mAs  8.66±1.68   0.72±0.40   8.55±2.46   0.71±0.27   3.80±0.22

95mAs  8.58±2.01   0.70±0.29   8.49±2.17   0.66±0.29   3.78±0.34

90mAs  8.54±1.42   0.69±0.36   8.45±1.91   0.68±0.40   3.73±0.33

85mAs  8.47±1.99   0.67±0.34   8.36±2.35   0.69±0.28   3.69±0.45

80mAs  8.33±2.48   0.62±0.30   8.22±2.04   0.63±0.24   3.45±0.67

F值     6.167 0.691      5.426    0.614 4.681

P值     0.000 0.617      0.000    0.68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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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呼吸伪影，提高所呈图像

质量
[8]
。很多患者特别是胸部病

变患者在诊断和复查阶段需要进

行多次CT检查，随着扫描次数的

增加，患者受到的辐射剂量也在

不断累积，降低辐射剂量，减少

CT检查放射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是

目前临床医学上广泛关心的问    

题
[9-10]

。随着CT放射剂量的降低，

图像的噪声会增加，必定会对图

像质量造成影响，本次研究的目

的就是在保证图像质量，保证图

像的诊断价值的前提下对射线剂

量进行有效控制，尽量降低受检

患者所受辐射剂量，寻找两者间

的平衡点
[11-12]

。

　　通过本次研究我们发现，不

同放射剂量组间肺动脉信噪比和

降主动脉信噪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随着放射剂量的降低，肺

动脉和降主动脉的信噪比逐渐降

低，即扫描所呈图像的噪声逐渐

增强；分析各组的图像质量，图

像质量评分随着球管电流量的减

小而降低，常规管电流量和低管

电流量105，100，95，90,85mAs

组患者的图像质量评分均高于3

分，能为诊断提供有效信息，而

低管电流量80mAs组中有部分患

者的图像质量评分低于3分，图

像中伪影较多，不能为诊断提供

充足的诊断信息，不建议在临床

诊断中使用低管电流量80mAs；

80mAs低管电流量组病变检出率为

81.25%较其余各组显著减低。本

次研究结果表明，电流量降低放

射剂量会随之降低，而随着放射

剂量的下降，图像的噪声会有所

增加，信噪比随之降低，而不同

剂量组间的信噪比无明显差异，

对影像的信息不会造成严重影

响，医师同样能通过影像信息对

患者进行准确诊断。

　　综上，对进行胸部病变检查

的患者采用85mAs低剂量双源CT

检查能为诊断提供准确的影像信

息，又能最大限度的降低患者接

受的辐射剂量，值得临床上应用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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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为双源CT不同剂量下患者肺窗图像质量比较，图1电流量为110mAs，图1电流量为95mAs，图3
电流量为80mAs。图4-6为双源CT不同剂量下患者纵膈窗图像质量比较，图4电流量为110mAs，图5
电流量为95mAs，图6电流量为80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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