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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医学影像技术学》是全国高等医药院校医学影像专业的教材。
本教材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为指导，遵
循专业的培养目标，适合特定的学生对象，适应特定的学制和学时要求，强调教材的基本理论知识、
基本思维方法和基本实践技能，体现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先进性、启发性和适应性的“五性”原
则，并以实用性为重点。
　　按照上述原则和指导思想，本教材分总论和七篇共计四十八章，计划授课120学时，各校可根据实
际情况相应增减学时，即总论、普通X线成像技术、数字X线成像技术、CT成像技术、DSA成像技术
、磁共振成像（MRI）技术、超声成像技术和核医学成像技术。
　　总论是对本教材的内容做一个简要的概述，指出医学影像技术学的内涵以及各种成像技术的特点
。
　　各篇的叙述以临床实用为出发点，分别论述了各种成像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评价、成像设备的系统
组成与特性、成像技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成像技术的相关知识点、图像的质量控制以及各种成
像技术在人体各系统部位的临床应用。
　　本教材的特点是：各篇中增加了许多临床已经使用和刚进入临床的新技术；同时扬弃了过时的或
临床上没有多大实用价值的成像技术；每种成像技术都有发展史和应用评价，以及图像质量控制；每
章前有内容提要，章后有思考题；书后附有英汉名词对照。
　　为了广泛地吸收不同医学院的教学经验和临床应用体会，参加本教材的编委均来自各大学教学医
院临床第一线的教师，他们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临床工作经验，并根据他们的特长进行分工写作。
　　本教材在编写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华医学会影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燕树林教授的亲自把脉指点，
同时受到中华医学会放射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博士生导师冯敢生教授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在此
谨致衷心感谢。
　　在教材的图文整理中，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戴文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得到
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高文和周素军技师以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孔祥闯技师的帮助
，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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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八篇39章，主要讲述了普通x线成像技术、数字x线成像技术、CT成像技术、DSA成像技术
、MR成像技术、超声成像技术和核医学成像技术。
其中，总论对医学影像的各种成像技术作了一个总的概述，并就影像技术的共用部分进行了叙述。
每篇分别叙述了各种影像成像技术的物理学基础、成像原理、图像质量控制以及该技术在人体各部位
的临床应用。
    本教材以临床需要为出发点，着重介绍了临床实用的各种影像学成像技术，兼顾影像学的新理论和
新技术，同时扬弃了影像学中过时的技术。
每章前有中英文内容提要，每章后有思考题，书后附有英汉名词对照。
    本教材图文并茂，内容全面而丰富，理论联系实际，注重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
本书适用于医学影像学专业和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也可作为在职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教材和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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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总论　　第1章　X线成像　　第一节　普通X线设备　　普通X线设备是指普通X线透视
、摄影及常规造影检查的各种X线设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X线设备的不断更新，出现了各种专用
的X线机。
本节重点介绍X线机的基本结构和几种专用X线机的构成及特点。
X线机基本结构决定着X线的性能，附属结构决定着X线机的功能及应用范围。
　　一、基本结构　　X线机的基本结构由X线管、高压发生器及控制台构成。
（一）X线球管　　X线球管是X线机的核心部件，功能是将电能转换成X线能。
X线球管的发展，先后出现了气体电离式、固定阳极式、旋转阳极式及各种特殊X线球管。
　　1.固定阳极X线球管　固定阳极X线球管由阳极、阴极和玻璃壳三部分组成。
　　（1）阳极：阳极由阳极头、阳极帽、阳极柄三部分组成。
　　1）阳极头：由靶面和阳极体组成。
靶面承受电子轰击，靶面的工作温度很高，一般都用钨制成，称为钨靶。
钨具有熔点高（3150℃）、原子序数大（74）、蒸气率低的特点。
由于钨的导热率小，常把导热系数大的无氧铜制成的阳极体与钨靶焊接在一起，以提高阳极头的散热
效率。
　　2）阳极帽：阳极帽由含钨粉的无氧铜制成，主要作用是吸收二次电子和散射X线。
　　3）阳极柄：阳极柄由无氧铜制成，是阳极引出球管外的部分，它和阳极头的铜体相连，浸在变
压器油中，通过与油之间的热传导将阳极头产生的热量传导出去，以提高阳极的散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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