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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成像优化技术在胸部低剂量

CT成像中的初步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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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检查 & 低剂量

•根据定位像中患
者体型，扫描过
程中自动调整电
流

自动毫安秒

•根据定位像信息，
扫描过程中自动
调整管电压

自动管电压

•通过间接减少扫
描时间，从而降
低辐射剂量

大螺距

•利用重建算法对
图像进行降噪等
处理，实现图像
质量的优化

算法优化

研究背景



影像重建算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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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随着CT的发展，重建算法也不断演变。FBP:滤波反投影法。优：设备要求低，重建速度快。缺:忽略噪声。IR:迭代重建算法。是通过若干次迭代，逐次对处理的图像进行改善。初期迭代包括（GE）:ASIR （西门子） IRIS .GE:ASIR   西门子：IRIS  飞利浦：IDOSE4DLIR:deep learning image reconstriton.



研究背景
Neu-AI图像优化

本质： 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实现低剂量CT图像的恢复，降低噪声的同时
保留图像细节。

 



目的

探讨人工智能成像优化技术对胸部CT成像的图像质量

及辐射剂量的影响。



方法

前瞻性连续纳入2019年8
月 -9 月期间于我院 NeuViz
Prime CT上，行胸部CT平扫
的80例患者，年龄范围在18-
80岁，男女比例为43：37。

图像扫描后采用东软医疗
AVW2.0.26专业工作站进行
后处理，同时对A1组60%
ClearView迭代重建图像在AI
成像优化技术平台上进行图像
优化得到A2组图像。



结果
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A、B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BMI、扫描长度的比较中无统计学差异。（P 均>0.05)



结果
CT值比较

AI降噪前后，两组CT值的比较，在三个层面下肌肉及脂肪的CT值均无统计学差异。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AI降噪前后，对图像CT值没有影响。



胸廓入口层面 气管隆突下层面 肝门层面

结果



结果

1.图像质量比较

P<0.001 P<0.001

P<0.001 P<0.001

P<0.001 P<0.001



结果

1.图像质量比较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SD：ROI内CT值的均方差； 噪声SNR：肌肉CT值/肌肉SD值  信噪比CNR：（肌肉CT值-脂肪CT值）/CT脂肪   对比噪声比



2、辐射剂量比较

结果



2、辐射剂量比较

结果



病例展示
低剂量迭代组（A1组） 低剂量AI组（A2组） 常规剂量组（B组）



病例展示
患者1,女，89，右肺斜裂旁结节灶；扫描条件：100kV，19mAs；有效辐射剂量0.37mSv。

(a)滤波反投影算法重建低剂量图像；
(b)60%权重ClearView+迭代算法重建低剂量图像；
(c)AI成像优化技术优化迭代低剂量图像。图像组织对比度、边缘锐利度和主观噪声的评分

存在差异。
（a：2名医师评分为3分；b：2名医师评分分别为3、4分；c：2名医师评分为5分）



患者2，45岁，BMI23.5kg/m^2 ；扫描条件：100kV，79mAs；辐射剂量：有效辐射剂量

2.1mSv。

(a)低剂量迭代组（A1组）图像； (b)低剂量AI组（A2组）图像。
图像组织对比度、边缘锐利度和主观噪声的评分存在差异。
（a：2名医师评分为4分；b：2名医师评分为5分）

病例展示



结论

与常规剂量扫描相比，经AI成像优化技术优化后的低剂量胸部CT
扫描，不仅能够有效降低辐射剂量，同时也能提高胸部扫描图像质量，

增加诊断可判读性。



本研究局限性

1.考虑受检者辐射影响，应用了自动毫安秒的技术；

2.本研究仅限于肺部CT检查；

3.扫描参数选择相对保守；

4.扫描方案较为单一，没有设计多种低剂量挡位。

讨论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未来希望Neu-AI降噪技术可以适用于多个部位，而不只局限于肺部，为医生提供更高质量的图像，使患者接受更低的辐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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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for you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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