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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疗 CT 模拟定位机 X 射线辐射源检定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放射治疗 CT 模拟定位机 X 射线辐射源（以下简称 CT 定位机）

的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的检查。 

2  引用文献 

本检定规程引用下列文件： 

JJG 1026 医用诊断螺旋计算机断层摄影装置（CT）X 射线辐射源 

JJG 1028-2007 放射治疗模拟定位 X 射线辐射源 

JJF 1035-2006 电离辐射计量术语及定义 

GB/T 10149   医用 X 射线设备术语和符号 

AAPM RPT_83 CT 放射治疗模拟定位机和 CT 模拟定位过程的质量保证

（ Quality assurance for computed-tomography simulators and the computed 

tomography-simulation process）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规程；凡是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规程。 

3  术语和计量单位 

3.1  术语 

3.1.1 剂量指数 dose index 

3.1.1.1 CT 剂量指数 100（CTDI100） 

对一个单次轴向扫描产生的沿着体层平面垂直线剂量分布从-50 毫米到＋50

毫米的积分除以体层切片数 N 和标称体层切片厚度 T 的乘积。 

对于𝑁 × T小于 40mm 的射束宽度： 

 

（ 1 ） 

 

对于𝑁 × T 大于 40mm 的射束宽度：（测量过程中除限束器设置外其余所有

CT 定位机运行条件均保持相同） 

𝐶𝑇𝐷𝐼100 = ∫
𝐷𝑅𝑒𝑓(𝑧)

(𝑁×𝑇)𝑅𝑒𝑓
𝑑𝑧 ×

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𝑎𝑖𝑟,𝑁×𝑇

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𝑎𝑖𝑟,𝑅𝑒𝑓

+50𝑚𝑚

−50𝑚𝑚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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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D（z）——沿着体层平面垂直线z轴的剂量分布（以z=0为中心），这

个剂量分布是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有机玻璃）模体中测量的但是按照

空气吸收剂量测得的； 

   N ——X 射线源在单次轴向扫描中产生的体层切片数； 

 Ｔ——标称体层切片厚度； 

(N × T)𝑅𝑒𝑓——是选定的N × T为20mm或可以选择的小于20mm的N × T最

大值； 

           D𝑅𝑒𝑓(z)——是射束宽度为(N × T)𝑅𝑒𝑓的单次轴向扫描中沿垂直于体层平面

的直线z的剂量分布，这个剂量虽然是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有机玻璃）

模体中测量的但是是作为空气吸收剂量给出的； 

          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𝑎𝑖𝑟,𝑁×𝑇——是对于某个特定的射束宽度N × T的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𝑎𝑖𝑟；

          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𝑎𝑖𝑟,𝑅𝑒𝑓——是对于某个特定的射束宽度(N × T)𝑅𝑒𝑓的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𝑎𝑖𝑟。 

注：采用轴向扫描测量。 

1 虽然 CTDI100源自空气吸收剂量, 但实际上, 评价用 PMMA剂量体模测得的空气吸收剂

量与用一个电离室从体模中测得的空气比释动能相当接近。 

2 这个定义假设剂量分布曲线以 z=0为中心。 

3 典型的轴向扫描 X射线源旋转 360度。 

4 当体层切片有重叠时，例如，在具有“z 向飞焦点”功能的 CT 机上，积分式中的分

母应有沿 z向的有重叠的体层切片的总标称宽度确定。例如，如果重叠比例为 50%，那么分

母应替换为0.5 × N × T； 

5 z轴典型设定为旋转轴； 

6 𝐶𝑇𝐷𝐼100设计的考虑是包含尽可能多的散射线。 

3.1.1.2 加权 CT 剂量指数 100（CTDIw） 

加权 CTDI100（CTDIw）定义为 

CTDIw= 
3

1
 CTDI100（中心）+

3

2
 CTDI100（周边）                            （3） 

式中：CTDI100（中心）- 检测物体中心的 CTDI100测量值； 

          CTDI100（周边）- 检测物体周边的 CTDI100 测量平均值。 

3.1.1.3 容积 CT 剂量指数 CTDIvol 

轴向扫描方式下，CTDIvol如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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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vol CTDI
d

TN
CTDI 






  （4）
 

其中： 

N —— X射线管在某一单次旋转时产生的体层切片数； 

T —— 标称体层切片厚度； 

Δd——相邻扫描之间患者支架在z方向运行的距离； 

CTDIW——是加权CTDI100。 

在螺旋扫描方式下： 

螺距因子CT

CTDI
CTDI w

vol 
    （5）

 

CT 螺距因子定义为： 

TN

d
CT




螺距因子＝

                            （6）
 

3.1.2 CT 值  CT number 

用来反映图像上每个像素区域代表的 X 射线衰减的平均数值。所测得的某

种物质的衰减值用式（7）可转换为该物质的 CT 值： 

CT=
水

水物质



 
×1000                       （7） 

式中：μ－线性衰减系数。 

水的 CT 值是 0 HU，空气的 CT 值为-1000 HU。 

注：CT值通常以霍斯菲尔德（HU）表示。 

3.1.3定位 positioning 

在放射治疗计划设计中，采用 X 射线影像技术确定和标记治疗靶区的过程。 

3.1.4 CT 模拟定位 CT Simulating Localization 

通过 CT 扫描和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获得患者的影像资料，通过影像资料能

够在三维空间显示肿瘤范围及其周围的正常组织，以便于确定后续放射治疗的具

体位置。 

3.2  计量单位 

3.2.1吸收剂量的单位及符号 

计量单位：戈[瑞]；单位符号：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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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空间分辨力的单位及符号 

计量单位：线对每厘米，单位符号：Lp/cm 

3.2.3 长度单位及符号 

计量单位：毫米，单位符号：mm 

4  概述 

CT 定位机通常由平面扫描床、CT 扫描仪、激光定位系统以及专用工作站等

部分组成。是利用 CT 扫描和图像的三维重建技术获得患者的影像资料，通过影

像资料能够在三维空间显示肿瘤范围及其周围的正常组织，以便于精确确定肿瘤

立体形状、位置，以及后续放射治疗的靶区剂量及放疗方案等。 

5  计量性能要求 

5.1 剂量指数 

CT 定位机扫描测量时，用轴向扫描测量加权剂量指数（CTDIW），通过容积

剂量指数（CTDIvol）计算公式得到 CT 定位机的剂量指数，即：CTDIvol 

剂量指数的准确性用容积剂量指数（CTDIvol）表示，即： 

厂家给出的 CT 定位机容积 CT 剂量指数（CTDIvol）与实际测量值变化范围

在±20%以内。 

5.2 均匀性 

剂量指数（CTDI100（中心））不大于 40mGy 时，均匀性应符合以下 5.2.1和 5.2.2

要求。 

5.2.1 新安装的 CT 定位机，模体中心感兴趣区域平均 CT 值与周边每个感兴趣

区域平均 CT 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超过 4HU；运行的 CT 定位机，模体中心感兴

趣区域平均CT值与周边每个感兴趣区域平均CT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应超过5HU。 

5.2.2 新安装的 CT 定位机扫描装置，均匀性与随机文件规定的标称值的偏差不

应超过±4HU；运行的 CT 定位机，均匀性与随机文件规定的标称值的偏差不应

超过±5HU。 

5.3  噪声水平 

5.3.1 用直径为 20cm 的圆柱模体，头部条件状况下，剂量指数（CTDI100（中心））

不大于 40mGy 时，扫描层厚为 10mm，噪声水平应不大于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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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新安装的 CT 定位机扫描装置，噪声水平与随机文件规定运行条件下的标

称值的偏差不应超过 15%。 

5.4  图像之间的一致性 

对于多排螺旋 CT 定位机扫描装置，图像之间不同层面同一中心位置 CT 值

的偏差应不超过 6HU。 

5.5  CT 值 

在临床典型条件时， CT 值应符合下列的要求。 

空气：-1000HU±30HU；水：0 HU±4HU。 

5.6  层厚 

标称层厚大于 2mm，实测值与标称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 1mm； 

标称层厚在（1～2）mm 的范围内，实测值与标称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标

称值的 50%； 

标称层厚小于 1mm，实测值与标称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 0.5mm。 

5.7  空间分辩力（率） 

5.7.1新安装的 CT 定位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MTF 曲线上的 50%和 10%处的测量值必须在规定的标准值-0.5Lp/cm 以上；

或者在规定的标称值-10%以上，取其小的一个。 

5.7.2 运行的 CT 定位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5.7.2.1 用直径为 20cm 的圆柱模体，在头部条件状况下，512×512 矩阵、视野

(FOV)不低于 20cm、头部常规标准条件下，能分辨出至少 5.0Lp/cm，或一组（多

于 4个）1.0mm的圆孔。 

5.7.2.2 用直径为 20cm 的圆柱模体，在头部条件状况下，512×512 矩阵、视野

(FOV)不大于 20cm、头部的高分辨条件下,应能分辨出至少 7.5Lp/cm, 或一组（多

于 4个）0.6mm的圆孔。 

5.8  低对比分辨力（率） 

5.8.1新安装的 CT 定位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5.8.1.1应满足厂家出厂的技术指标。 

5.8.1.用直径为 20cm 的圆柱模体，在头部 10mm层厚或最大层厚扫描条件下，剂

量指数（CTDI100，（中心））不超过 40mGy 时，1%对比度应能分辨模体中 2mm 的圆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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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直径为 20cm 的圆柱模体，在头部条件状况下，头部条件 10mm 或最大层厚

下，剂量指数（CTDI100，（中心））不超过 40mGy 时，0.3%对比度应能分辨模体中 5mm

的圆孔。 

5.8.2运行的 CT定位机，应符合下列要求： 

用直径为 20cm 的圆柱模体，在头部条件状况下，头部条件 10mm 或最大层厚

下，剂量指数（CTDI100，（中心））不超过 40mGy 时，1%对比度应能分辨模体中 3mm 的

圆孔和 0.3%对比度应能分辨模体中 6mm的圆孔。 

注：上述模体见附录 C。 

5.9 扫描床 

5.9.1 扫描床床面与水平面的平行度不超过 0.1mm/m； 

5.9.2 扫描床移动定位精度：重复测量 3 次以上，50cm的定位精度不超过±2.0 

mm； 

5.9.3 扫描床重复定位精度：重复测量 3 次以上，50cm 的重复定位精度不超过

±2.0 mm。 

5.10激光定位系统 

5.10.1 CT 机架激光定位指示与实际扫描层面重合性：轴向误差不超过±2.0 mm； 

5.10.2外置激光定位系统指示与实际扫描层面重合性：轴向误差不超过±2.0 mm； 

5.10.3外置顶部激光重复定位精度：重复测量 3 次以上，50cm 的重复定位精度

不超过±2.0mm。 

6  通用技术要求 

6.1  CT 定位机必须有制造厂、型号、编号、出厂日期等清晰的标志。 

6.2  CT 定位机的电气、机械及放射防护性能应符合出厂要求。 

7  计量器具控制 

7.1  检定条件 

7.1.1  环境条件 

a) 温度为（18～28）℃ 

b) 湿度小于 85％RH 

c) 大气压为（80～11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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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检定设备 

7.2.1诊断水平剂量计：必须是电离室型剂量计，带有长杆电离室或切片探测器

的积分剂量计必须给出所需的半值层校准因子，其不确定度小于 5%，置信水平

为 99.7%。积分档年稳定性不大于 2%。 

7.2.2 CT模体 

     CT模体应符合附录 C的要求。 

7.2.3  激光定位灯检测模体（见图 1）：三个小柱上方各有一组沿三维 X、Y、Z

方向分布的直径 1.0 mm 的圆孔，圆孔交汇处放置铅球。 

 

图 1 激光定位灯检测模体示意图 

 

7.2.4 水平仪：分度值优于 0.02 mm/m，长度约 15cm。 

7.2.5 激光测距仪：（0～200）cm ，分度值 1mm。 

8  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 

8.1检定项目见表 1 

表 1  检定项目一览表 

检定项目 首次检定 后续检定 使用中检查 

外观    

剂量指数   - 

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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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检定方法 

8.2.1剂量指数 

8.2.1.1 标称射线宽度不大于 40mm 

将头部剂量模体分别置于射线照射野中心，将电离室或探测器依次放置模体

中通孔里，其余圆孔插入圆棒，用 CT 定位机机头部条件进行扫描，扫描区域不

应有影响线束的物质。 

（1）用 100mm 长杆电离室进行测量时，需要在轴向扫描条件下进行，通过测量

CTDI100 计算加权 CT 剂量指数（CTDIW）和容积 CT 剂量指数（CTDIVOL）。 

         40)(100 TNCTDI =∫
𝐷（𝑧）

𝑁·𝑇

+50𝑚𝑚

—50𝑚𝑚
𝑑𝑧                        （8） 

比释动能 mGy 为显示单位的诊断水平剂量计，其模体中的吸收剂量（mGy）用

公式（9）： 

                       𝐷𝑤=M ∙ 𝑁𝑘 ∙ 𝐹2 ∙ 𝑑−1                         （9） 

式中： 

𝐷𝑤——模体的吸收剂量 mGy； 

M——剂量仪经温度、气压修正的示值，单位为 mGy； 

         𝑁𝑘——空气比释动能刻度因子，cm； 

         F2——由空气中吸收剂量转换成模体中的吸收剂量的转换因子，0.88； 

         𝑑——层厚（N ∙ T），cm。 

噪声水平  +
**
 +

**
 

图像之间的一致性* + - - 

CT值   - 

层厚  -  

低对比度分辨力    

空间分辨力    

扫描床    

激光定位系统    

注： “＋”表示应检项目，“-”表示可不检项目 

* 该项是指多排螺旋 CT。  **该项是指 5.3.1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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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切片探测器进行测量时，需要在轴扫描条件下进行，通过测量 CTDI100

计算加权 CT 剂量指数（CTDIW）和容积 CT 剂量指数（CTDIVOL）。用公式（10）

表示其模体中的吸收剂量（mGy）： 

                     𝐷𝑤= 1

21 NM  dFK
                          (10) 

式中： 

M1——剂量仪的示值(不需要温度、气压修正)，单位为 mGy。 

8.2.1.2 标称射线宽度大于 40mm 

（1）用 100mm 长杆电离室进行测量 

在满足 8.2.1.1（1）的条件下，应采用 20mm（或者小于 20mm 并且最接近 20mm）

的射线宽度作为参考值，如果无法直接选择 20mm 射线宽度则采用 2mm 

厚铅板进行屏蔽达到目的，通过公式（11）来计算𝐶𝑇𝐷𝐼100。 

𝐶𝑇𝐷𝐼100,(𝑁×𝑇)>40=𝐶𝑇𝐷𝐼100,𝑟𝑒𝑓 × (
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𝑖𝑛−𝑎𝑖𝑟,𝑁×𝑇

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𝑖𝑛−𝑎𝑖𝑟,𝑟𝑒𝑓
)            (11) 

式中： 

         𝐶𝑇𝐷𝐼100,𝑟𝑒𝑓——将头部模体置于射线照射野中心，将电离室放置于模体中心

圆孔里， 

其余圆孔插入圆棒，选择射线宽度为参考值扫描得到的剂量指数；

         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𝑖𝑛−𝑎𝑖𝑟,𝑁×𝑇——射线宽度为𝑁 × 𝑇扫描得到空气中的剂量指数； 

         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𝑖𝑛−𝑎𝑖𝑟,𝑟𝑒𝑓——射线宽度为参考值扫描得到空气中的剂量指数。 

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𝑖𝑛−𝑎𝑖𝑟计算方法： 

当标称射线宽度小于等于 60mm 时，采用固定支架将电离室放置于射线照射

野中心，用常规成人条件扫描所得到空气中的剂量指数如公式（12）所示。 

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𝑖𝑛𝑎𝑖𝑟=∫
𝐷（𝑧）

𝑁·𝑇

+50𝑚𝑚

—50𝑚𝑚
𝑑𝑧 =

（𝐼𝑛𝑡𝐷）

𝑁×𝑇
                (12) 

当标称射线宽度大于 60mm 时，因为计算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𝑖𝑛𝑎𝑖𝑟时，最小积分长度应

为（𝑁 × 𝑇）+40mm，当标称射线宽度大于 60mm 时，则需采用积分长度不小于

[（𝑁 × 𝑇）+40mm]的电离室或采用 100mm 长的电离室进行多次步进测量的方式

进行测量，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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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00mm 电离室：单次测量，积分长度为 300mm 

 

 

 

 

b. 100mm 电离室：2 次连续测量，积分长度为 200mm 

 

 

 

 

c. 100mm 电离室：3 次连续测量，积分长度为 300mm 

图 2.不同积分长度的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𝑖𝑛𝑎𝑖𝑟测量示意图 

其测量如公式（13）所示 

𝐶𝑇𝐷𝐼𝑓𝑟𝑒𝑒𝑖𝑛𝑎𝑖𝑟=
1

𝑁×𝑇
× ∑ [∫ 𝐷𝑖（𝑍）𝑑𝑧

𝐿𝑐
]𝑖=𝑛

𝑖=1            (13) 

 

表 2 步进测量示意表 

标称射线宽度（mm） 最小积分长度要求（mm） 步进测量次数 相对应积分长度（mm） 

20 

40 

60 

80 

160 

160 

100 

100 

100 

120 

200 

200 

1 

1 

1 

2 

2 

3 

100 

100 

100 

200 

200 

300 

（2）用切片探测器进行测量 

在满足 8.2.1.1（2）的条件下，应采用标称射线宽度大于 40mm 测量参数直

接测量并按照公式（11）计算。 

8.2.2均匀性 

8.2.2.1 将装有水或等效组织的、直径为 20cm 的模体置于照射野中心，用最大

标称层厚的标准头部扫描条件，扫描模体，其周围不应有影像射线束的物质。 

8.2.2.2 在所扫描的图像里选取 5 个测量区，分别在图像的中心和上下左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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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边缘 10mm 处，感兴趣区域的直径约为测量器件图像的直径的 10%，测量

其 CT 值及标准偏差。 

以中心感兴趣区域平均值 CTc 值与边缘各感兴趣区域的 CTP 值之间的最大

差别来表示均匀性，用下式表示： 

U =   CT-CT PC max                                     （14） 

式中：U ——均匀性，单位：HU。 

8.2.3 噪声水平 

取中心测量区为模体图像直径的 40%，测其 CT 值的标准偏差（SD），噪声

水平用以下公式计算： 

                        
%100

k

SD
H

                           
（15）    

式中： 

H ——噪声水平； 

k ——1000 HU； 

可以用实际最大层厚 d 进行测量，其结果 H 应小于 %35.0
10


d

。 

8.2.4图像之间的一致性 

对于多排螺旋 CT 定位机，取能得到最大层数和最小螺距的一次扫描的第一幅图

像、中间一幅图像和最后一幅图像，在中心位置按 8.2.2.1 的方法测量 CT 值，用

极差表示图像之间的一致性。 

8.2.5 CT 值 

8.2.5.1 按 CT 机定位机头部或腹部条件扫描水等效组织模体和空气。 

8.2.5.2在所扫描图像里的每种物质中选取一个约 100mm
2 的感兴趣区，记下 CT

值。 

8.2.5.3选取与标称值接近的测量值为该物质的 CT 值。 

8.2.6 层厚 

8.2.6.1将层厚的插件放置在水等效组织的主模体中，并把模体置于照射野中心，

在 CT 机定位机不同层厚的头部条件下轴向扫描模体。 

8.2.6.2将 CT 机定位机窗宽调至最小，窗位调至测量物 CT 值与背景 CT 值之和

的一半，测量多个位置图像的宽度，其平均值为实际层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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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空间分辨力（率） 

8.2.7.1新安装的 CT 定位机 

按 8.2.2.1 的条件扫描模体，测量调制传递函数 MTF 曲线上的 50%和 10%

处的值。 

8.2.7.2运行的 CT 定位机 

按 8.2.2.1的条件扫描模体。将 CT 机的窗宽调至最小，调节窗位来分辨出

一组最小的线对数。 

8.2.8低对比度分辨力（率） 

8.2.8.1 将低对比插件放置在水等效组织的模体中，用 CT 机定位机头部条件，

在 10mm 或最大层厚时扫描模体，所扫描区域周围不应有影响射线束的物质。 

8.2.8.2 在低对比插件中分别在水等效组织和插件各选一个测量区，测量两种物

质的 CT 值和标准差（SD），根据下面两式调节窗宽和窗位，分辨出一组最小的

孔径 

      2

MW CTCT
WL


 （16）

max5)( SDCTCTWW WM 
              

（16）       

式中： 

WL——图像的窗位，HU； 

WW ——图像的窗宽，HU； 

WCT ——水的 CT 值； 

MCT ——低对比物质的 CT 值； 

maxSD ——两种物质测量区中较大的那个标准偏差值。 

8.2.9  扫描床 

8.2.9.1用水平仪测量扫描床与水平面的平行度。在扫描床的头部、中部和尾部

分别选择三个测量点，每个测量点分别沿横（纵）向测量其水平度，将其中最大

正偏差绝对值与最大负偏差绝对值之和为横（纵）向平行度，应满足 5.9.1条款

的要求。 

8.2.9.2 测量扫描床移动定位精度，扫描床负载（90～100）kg，移动扫描床50cm，

测量扫描床实际移动的距离与设定距离之差，重复操作 3次以上。移动定位精度

应满足 5.9.2条款的要求，重复定位精度应满足 5.9.3条款的要求。 

8.2.10 激光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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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0.1 将激光定位灯检测模体水平置于检查床上，调整位置，使模体中心定

位线和 CT 定位机机架激光定位线完全重合，用 2mm 的层厚扫描出模体中心的断

层影像，三个小圆柱中的铅球应完全成像。 

8.2.10.2 将激光定位灯检测模体水平置于检查床上，调整位置，使模体中心定

位线和外置激光定位线完全重合，然后进床平扫获取定位片。在定位片上准确定

位，用 2mm 的层厚扫描出模体中心的断层影像，三个小圆柱中的铅球应完全成像。 

8.2.10.3 测量外置顶部激光重复定位精度，首先在检查床上标记好激光线移动

的起始位置，横向移动 50cm 后，记下激光线的终点位置，重复测量 3 次以上，

重复定位精度应满足 5.10.3条款的要求。 

9  检定结果的处理和检定周期  

9.1  检定结果处理 

按本规程的规定和要求，检定合格的 CT 定位机发给检定证书，不合格的发

给检定结果通知书。 

9.2  检定周期 

CT 定位机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一年。调试、修理后的机器必须重新检定，

内置和外置激光定位灯调整维修后也应重新进行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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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放射治疗 CT模拟定位机原始记录 

单位名称  记录编号： 

 

样品 

名称  型号规格  

生产厂  出厂编号  

主要测量

设备 

名称 型号规格 仪器编号 技术特征 证书编号 

     

技术依据  

标准设备/样品检查 检定前：□正常，□不正常 检定后：□正常，□不正常 

温度：℃ 相对湿度：% 大气压：kPa 地点  
 

 

检定项目 kV mA·s 

均匀性 CT 值      U=    HU 层厚 mm 
  

噪声水平 SD      H=    ％ 层厚 mm 

CT 值 
头部 水：     HU 空气：         HU 层厚 mm   

腹部 水：     HU 空气：         HU 层厚 mm   

层厚/mm 

标称 CT1 CT2 WW WL 实测值 ︱误差︱ 

  
         

         

         

低对比分辨力

/mm 

层厚 CTM  /  SD CTw/  SD WW WL 对比度 分辨力 kV mA·s 

   mm 
/ /   1.0%    

/ /   0.3%    

空间分辨力

/Lp·cm
-1

 

客观评

价 

层厚 条件 WW WL 
分辨

力 
kV mA·s 

mm 
标准 MTF50％    

  
高分辨力 MTF50％    

主观评

价 
mm 

标准    
  

高分辨力    

图像间一致性 
第一幅图 中间一幅图 最后一幅图 极差 层厚 

  
    mm 

剂量实测值 

/mGy 

位置 中心 上 下 左 右 层厚 kV mA·s 

头部      mm   

腹部      mm   

CTDIW/mGy  螺距因子：  CTDIvol/m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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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床 

平行度（mm） 
测量点 1 测量点 2 测量点 3 平行度（横） 平行度（纵） 

        

移动 50cm 的定

位精度（mm） 

   平均值（cm） 误差 

     

重复定位精度  

激光定位系统 

CT 机架激光定位  

外置激光定位系统指示  

外置顶部激光 50cm 重复定位

精度（cm） 

      

重复定位精度（mm）  

检定结论  说明  证书编号  

检定员  检定日期 年月日 核验员  有效期至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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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放射治疗 CT模拟定位机检定证书背面格式 

检定项目和结果 

检定项目 检定结果 技术要求 

外   观   

剂量指数   

均匀性   

噪声水平   

CT值   

层厚   

低对比度分辨力   

空间分辨力   

扫描床   

激光定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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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检测螺旋 CT定位机模体的示意图 

    检测螺旋 CT 定位机模体其直径应不小于 20cm，且均有空间分辨力和低对

比分辨力插件，其结构和尺寸必须符合图 D.1、表 D.1和图 D.2、表 D.2。 

 
图 D.1 空间分辨力结构示意图 

 

表.1  空间分辨力插件及对应的线对/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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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2  低对比分辨力及插件侧面的示意图 

表 D.1  低对比插件各个孔的示意图 

9 孔序号 孔的直径 4 孔序号 孔的直径 组孔序号 低对比程度 

1 2.0 mm 1 3.0 mm 左    上 

二 组 孔 
1.0% 

2 3.0 mm 2 5.0 mm 

3 4.0 mm 3 7.0 mm 右    上 

二 组 孔 
0.7% 

4 5.0 mm 4 9.0 mm 

5 6.0 mm   正    下 

二 组 孔 
0.3% 

6 7.0 mm   

7 8.0 mm     

8 9.0 mm     

9 15.0 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