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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层螺旋CT影像诊断学》一书共分8章，近90万字，图1100余幅。
第一章多层螺旋CT技术简介，简述了CT技术的发展、成像原理及组成部件、多层螺旋CT的图像特点
与技术优势。
第二章～第八章是本书的重点，依人体解剖部位或系统分为中枢神经系统、五官及颈部、呼吸系统、
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生殖排泄系统及腹膜后间隙、骨骼肌肉系统，各章均以扫描技术开始，介绍各
系统在多层螺旋CT成像中的正常解剖，进而从流行病学、病因学、病理表现、临床表现及多层螺
旋CT影像学表现等方面对各类疾病进行详细的介绍。
特别是采用了近几年兴起的多层螺旋CT重建图像，更精准地显示了病变的结构及病变的特征，并与传
统影像的表现形式进行了对比，初步总结了多层螺旋CT诊断的适应证，以及对疾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要点。
在体内大血管疾病方面进行了很大的革新，弥补了以前CT检查的一部分空白；还为一些少见、罕见疾
病提供了重要的影像检查方法和图片，以便于读者对疾病的深入认识了解。
    本书适于医学影像工作者、相关科室临床医师，以及医学院校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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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多层螺旋CT技术简介第一节 多层螺旋CT的发展进程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helical CT
，MSCT；或multi．detector row CT，MDCT）是指能同时采集超过一层图像数据的螺旋CT。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把多排探测器组合在一起，探测器的排数通常要大于或等于其所能同时产生
的图像层数。
多层螺旋CT最早出现于1992年，是以色列的CT Twin机型，当时其管球旋转一圈可同时产生两层图像
，称为双排螺旋CT。
1998年出现了可同时产生4层图像的CT，2001年16层CT问世，2003年是多层螺旋CT快速发展的时期，
在北美放射学年会上，32层、40层、64层CT都在短短的几年内先后由不同的厂家推出。
而且除了层数的增加，CT的旋转速度也有很大提高，从以前的l S／360。
提高到现在的0．33 S／360。
第二节 基本成像原理多层螺旋CT是基于第三代旋转一旋转方式扫描的CT发展而来的，所以其基本成
像原理与单层螺旋CT相同，但是由于单层螺旋CT使用的探测器排数和所利用的x线形状不同，所以它
在图像重建算法上与单层螺旋CT也就有明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算法。
1.内差算法多层螺旋CT可以使用连续扫描模式和螺旋扫描模式。
在使用单排探测器的CT进行螺旋扫描时，必须使用内差算法来获得轴位的图像。
然而，在多层螺旋CT中所采用的内差方案是不同的：在单层螺旋CT中，对于所需要重建位置上的点
，采用最接近其重建位置的两个已知数据点来进行内差计算；在多层螺旋CT中，采用多点内差，即对
在预先确定的滤过宽度（这个宽度决定重建的层厚）里的所有数据点都用来进行内差运算，每个点对
差值的贡献是等同的或是对其加权后进行计算，称为滤波内差算法。
Siemens、Philips、Toshiba都是采用这种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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