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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适用于结构分析的传统单能Ｘ射线计算机层析（ＣＴ）成像技术，已不能满足现代工业对物

质组分区分与鉴定的功能成像需求。这是由于在Ｘ射线ＣＴ系统中，现有重建算法的单能假设与ＣＴ投影的多谱

性不一致，导致ＣＴ重建质量差，无法组分区分。基于光子计数探测器的能谱分离成像思想，提出了基于能谱滤波

分离的多谱ＣＴ成像方法，该方法通过在Ｘ射线发射端加滤波片的方式，实现能谱滤波分离，并通过变能量成像，

获得近似单能的递变能量投影序列；针对滤波后噪声水平较高问题，利用ＥＭＴＶ重建算法，实现了多谱ＣＴ成像，

可满足组分区分的需求。仿真实验结果表明，对于密度相近的检测对象，该方法可以满足组分区分的要求。

关键词　Ｘ射线光学；Ｘ射线成像；多谱计算机层析；能谱滤波；能谱分离

中图分类号　Ｏ４３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犱狅犻：１０．３７８８／犃犗犛２０１４３４．１０３４００１

犕狌犾狋犻犛狆犲犮狋狉狌犿犆狅犿狆狌狋犲犱犜狅犿狅犵狉犪狆犺狔犐犿犪犵犻狀犵犕犲狋犺狅犱犅犪狊犲犱狅狀

犈狀犲狉犵狔犛狆犲犮狋狉狌犿犉犻犾狋犲狉犻狀犵犛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

犖犻狌犛狌狔狌狀
１
　犘犪狀犑犻狀狓犻犪狅

１
　犆犺犲狀犘犻狀犵

１，２

１犛犺犪狀狓犻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犛犻犵狀犪犾犆犪狆狋狌狉犻狀犵犪狀犱犘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犖狅狉狋犺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犆犺犻狀犪，

犜犪犻狔狌犪狀，犛犺犪狀狓犻０３００５１，犆犺犻狀犪

２犓犲狔犔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狅犳犕狅犾犲犮狌犾犪狉犐犿犪犵犻狀犵，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犃狌狋狅犿犪狋犻狅狀，犆犺犻狀犲狊犲犃犮犪犱犲犿狔狅犳犛犮犻犲狀犮犲狊，

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１９０，

烄

烆

烌

烎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　犠犻狋犺狋犺犲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狅犳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狋犺犲狋狉犪犱犻狋犻狅狀犪犾狊犻狀犵犾犲犲狀犲狉犵狔犡狉犪狔犮狅犿狆狌狋犲犱狋狅犿狅犵狉犪狆犺狔（犆犜）

犻犿犪犵犻狀犵狋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犮犪狀′狋犿犲犲狋狋犺犲犿狅犱犲狉狀犻狀犱狌狊狋狉狔狀犲犲犱狊狅犳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犻犿犪犵犻狀犵犳狅狉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犱犻狊狋犻狀犮狋犻狅狀犪狀犱

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犫犲犮犪狌狊犲狅犳狋犺犲犻狀犮狅狀狊犻狊狋犲狀犮狔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狆狉狅犼犲犮狋犻狅狀犪犮狇狌犻狊犻狋犻狅狀狆狉狅犮犲狊狊犪狀犱狋犺犲狉犲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犪狊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犃犿狌犾狋犻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犆犜犻犿犪犵犻狀犵犿犲狋犺狅犱犫犪狊犲犱狅狀犲狀犲狉犵狔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犳犻犾狋犲狉犻狀犵狊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犻狀狏犻犲狑狅犳狆犺狅狋狅狀

犮狅狌狀狋犻狀犵犻犿犪犵犻狀犵犱犲狋犲犮狋狅狉犻狊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犛狆犲犮狋狉狌犿犳犻犾狋犲狉犻狀犵狊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犻狊狉犲犪犾犻狕犲犱犫狔犳犻犾狋犲狉犻狀犵犪狋犡狉犪狔狊狅狌狉犮犲犪狀犱

犿狅狀狅犮犺狉狅犿犪狋犻犮狆狉狅犼犲犮狋犻狅狀狊犲狇狌犲狀犮犲犻狊犵狅狋狋犲狀犫狔狏犪狉犻狅狌狊犲狀犲狉犵狔犻犿犪犵犻狀犵．犜犺犲狀犪狀犈犕犜犞犪犾犵狅狉犻狋犺犿犻狊狌狊犲犱犪狋狋犺犲

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狅犳犾狅狑犱狅狊犲．犅狔狋犺犻狊犿犲狋犺狅犱，犿狌犾狋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犻犿犪犵犻狀犵犻狊狉犲犪犾犻狕犲犱狋狅 犿犲犲狋狋犺犲犱犲犿犪狀犱狅犳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

犱犻狊狋犻狀犮狋犻狅狀．犛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狑犺犻犮犺犪犻犿狊犪狋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狑犺狅狊犲犱犲狀狊犻狋犻犲狊犪狉犲狊犻犿犻犾犪狉，狊犺狅狑狊狋犺犪狋狋犺犻狊狑犪狔犮犪狀犿犲犲狋

狋犺犲狉犲狇狌犻狉犲犿犲狀狋狅犳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犱犻狊犮狉犻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犡狉犪狔狅狆狋犻犮狊；犡狉犪狔犻犿犪犵犻狀犵；犿狌犾狋犻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犮狅犿狆狌狋犲犱狋狅犿狅犵狉犪狆犺狔；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犳犻犾狋犲狉犻狀犵；狊狆犲犮狋狉狌犿

狊犲狆犪狉犪狋犻狅狀

犗犆犐犛犮狅犱犲狊　３４０．７４４０；１１０．７４４０；１００．２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５；收到修改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６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６１１７１１７９，６１２２７００３，６１３０１２５９）、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１２０２１０１１２）、高等学校博士学科

点专项科研基金（２０１２１４２０１１０００６）、山西省回国留学人员科研资助项目（２０１３０８３）、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创新团队支持计划

作者简介：牛素軻（１９８９—），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ＣＴ理论与应用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ｎｉｕｓｕｙｕｎ１９８９＠１２６．ｃｏｍ

导师简介：潘晋孝（１９６６—），男，博士，教授，主要从事ＣＴ理论与应用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ｐａｎｊｘ＠ｎｕｃ．ｅｄｕ．ｃｏｍ

本文电子版彩色效果请详见中国光学期刊网ｗｗｗ．ｏｐｔ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

１　引　　言

Ｘ射线计算机层析（ＣＴ）成像技术目前已经广

泛应用于医学、工业、安全检测等诸多领域，发挥了

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适用于结

１０３４０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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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分析的传统单能Ｘ射线ＣＴ成像技术，已不能满

足现代工业中物质组分区分与鉴定的功能成像需

求。这是由于目前ＣＴ系统为轫致辐射和特征辐

射，Ｘ射线是由不同谱段的射线组成连续Ｘ光谱，

而不同能谱的Ｘ射线对检测对象衰减能力的影响

也不尽相同。而目前的重建算法，无论是解析还是

迭代重建算法，均是基于单能假设，这种不一致性，

易产生多谱硬化伪影，ＣＴ重建质量差，无法实现密

度相近的组分区分。

针对上述问题，人们提出了硬化校正，但是硬化

校正只是从ＣＴ质量改进出发，去除杯状伪影，依然

无法满足组分区分的需求［１］。之后提出双能ＣＴ，

采用两种不同能谱段的Ｘ射线进行成像，获取检测

对象的密度、原子序数等信息［２－３］。双能ＣＴ的实

现技术分为“真双能”和“伪双能”成像［４－５］。“真双

能”首先设置Ｘ射线源为低能，获得低能投影，然后

设置Ｘ射线源为高能，再次扫描被检测物质，得到

高能投影，该方法的优点是设置简单而且用传统的

ＣＴ扫描仪就可以完成，而“伪双能”采用双层探测

器法，即在两块探测器之间采用滤波片将射线整形

后作为低能和高能射线分别探测，从而得到高低能

投影数据并进行双能ＣＴ重建。这种方法实现较为

简单，但需两块探测器，且高低能射线的能谱区分度

不大。双能ＣＴ系统的核心技术是双能ＣＴ重建算

法，目前双能ＣＴ技术领域的主流重建算法是预处

理重建算法［５－６］，即基于物质线性衰减系数分解的

模型，利用分解后的参数完成双能ＣＴ重建进而对

材料进行识别探测。因而，如何求解分解参数成为

了关键。目前有采用各种拟合方法，例如，多项式直

接或间接拟合法、等值线法和曲面函数拟合法［７－８］。

但是它们求解过程复杂，需要复杂的标定过程，计算

速度慢，对噪声十分敏感，分解精度还有待提高。李

保磊等［９］提出基于投影匹配的双能ＣＴ投影分解算

法，该算法通过查表求解，实现过程简单，但需要已知

高低能谱，在实际应用中受到限制。

双能成像把Ｘ射线能谱信息引入到成像过程

中，初步实现了物质成分的识别。但由于只使用两

种能谱，能谱间区分度不高，易受硬化等问题影响，

因此物质识别效果和成像质量欠佳。为了引入了更

多的能量信息，人们提出了多谱成像技术［１０－１１］。最

近研发成功的具有能量分辨能力的光子计数探测器

能够实现能谱分离。该探测器可以设置阈值，直接

在投影获取中实现能谱分离［１２－１４］。然而受限于转

换晶体提纯工艺、光子分能级计数的电子工艺等，目

前计数型探测器的技术成本较高、承受的射线能量

较低、能量分级受限，在工程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借鉴光子计数探测器的数

据接收端能谱分离技术，提出能谱滤波分离的多谱

ＣＴ成像方法。该方法是在现有的ＣＴ系统中，通过

滤波片使射线宽谱变为窄谱，达到近似单能的需求，

再通过递变能量成像，实现射线能谱分离。该成像

方法属于射线发射端的能谱分离，在一定程度上完

全等效于数据采集端（计数型探测器）的能谱分离，

可以满足多谱ＣＴ成像以及组分区分的需求。

图１ 线衰减系数曲线

Ｆｉｇ．１ Ｌｉｎｅａｒ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

２　Ｘ射线发射端能谱滤波分离成像

２．１　Ｘ射线多谱成像原理

在Ｘ射线成像的过程中，Ｘ射线管所发射出的

是谱段连续的多谱Ｘ射线，而且对于检测对象的衰

减系数μ与射线能量犈 呈非线性相关，而且随着射

线能量的增加，衰减系数逐渐减小。因而实际所获

得的投影是与能量相关的多谱投影数据，即

狆ｐ犻 ＝－ｌｎ∫

犈
ｍａｘ

０

犛（犈）ｅｘｐ∫
ｒａｙ

－μ（狓，狔，狕，犈）ｄ［ ］狊ｄ｛ ｝犈 ，

（１）

式中犛（犈）表示探测器接收到能量犈的强度占总强

度的比例，Ｘ射线穿过物体时的衰减系数为μ，与能

量和物质的材质相关，狊为射线穿过物体的路径，

犈ｍａｘ为最大能量值，狆ｐ犻为第犻个探测器的多谱投影

数据，为区分单能，用下标ｐ表示多谱。依据（１）式

所得到投影数据即为ＣＴ重建的数据源。但是，现

有ＣＴ重建算法，无论是解析还是迭代重建算法，均

是基于单能Ｘ射线假设，无法表征检测对象对不同

射线能量的衰减程度的差异特性，使得ＣＴ重建出

现“倒杯状”硬化伪影，同一物质组分的重建结果不

１０３４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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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影响检测对象的组分识别。针对这种多谱不

一致性，需要对投影获取进行滤波处理［１５］，使得滤

波后的投影能够近似为单能投影，满足衰减系数与

射线能量之间的单能对应关系，进而实现组分区分。

图１为金属元素钠，钾，钙和非金属元素硅，磷的衰

减系数变化曲线图。

由图１可知，随着能量的增加，衰减系数逐渐减

小并趋于稳定，而且随着能量的增加，不同元素的衰

减系数的差异也越小。为了实现组分的区分，可通

过滤波获取窄谱范围内［犈ｍｉｎ，犈ｍａｘ］的投影，即

狆犻＝－ｌｎ∫

犈
ｍａｘ

犈
ｍｉｎ

犛（犈）ｅｘｐ∫
ｒａｙ

－μ（狓，狔，狕，犈）ｄ［ ］狊ｄ｛ ｝犈 ．

（２）

进一步依据衰减系数趋于稳定的特性，假设在

［犈ｍｉｎ，犈ｍａｘ］范围内衰减系数近似为一个常数，因此

投影可以表示为

狆犻＝∫
ｒａｙ

μ（狓，狔，狕）ｄ狊＝∑
犼

犪犻犼μ犼， （３）

式中犪犻犼为第犻个探测器对应的射线穿过物体第犼个

网格的长度。（３）式中，窄谱范围内的不同元素的μ
差异较大，可满足单能ＣＴ重建算法的假设。

２．２　递变能量成像

依据图１，不同元素的质量衰减系数在低能段

区分较明显，高能段区分度较小，但是为了保证能够

检测尺寸较大的工件，往往需要设置较高的能量进

行成像，保证射线的穿透厚度，因而对于能谱滤波成

像需要采用多谱段的滤波成像，即能谱段［犈ｍｉｎ，

犈ｍａｘ］的选择不是任意的，例如在１２０～１４０ｋｅＶ段

钠和钾就无法区分。并且不是一个能量段就可以将

所有组分区分开。例如磷和钙在８０～１００ｋｅＶ段能

够区分开，但钙和硅在此能量段却无法区分开。为

了将物质中的所有组分区分开，需要在不同能量段

下采用能谱滤波分离获得投影，此过程采用递变能

量成像。

具体方法是以检测对象物质组分为先验，根据

衰减系数变化趋势，找到能够近似单能，并且能够区

分不同组分的各个能量段，然后通过在Ｘ射线发射

端加滤波片以及递变能量成像的方法，获得所需能

量段递变能量投影序列。以图１为例，以组分钠、

磷、钾、硅和钙为先验信息，由线衰减系数图知：钠、

磷和钾在８０～１００ｋｅＶ能量段区分；硅和钙需要在

１２０～１４０ｋｅＶ能量段区分。通过在Ｘ射线端加不

同厚度的滤波片，并通过变能量成像获得这两个能

量段下的投影序列。

３　多谱重建算法

通过能谱滤波分离后的投影达到近似单能的效

果，因此可以使用单能重建算法。但由于在能谱滤

波的过程，光子数目（剂量）减少，使得噪声加大。因

此需要在低剂量情况下进行多谱重建。针对低剂量

情况，近年来，基于全变分（ＴＶ）的统计迭代算法成

为国内外研究的热门课题［１６－１８］。

在Ｘ射线ＣＴ系统中，Ｘ射线的散射、探测器的

噪声等因素使得投影数据的获取过程是一个随机过

程。而核物体的研究表明，Ｘ光子的辐射满足泊松

随机分布，因此可以利用随机信号的处理方法，建立

Ｘ射线ＣＴ成像系统的统计模型，应用参数估计的

理论进行图像重建［１９－２１］。当投影数据受到噪声干

扰时，使用以估计理论为基础的最大期望（ＥＭ）算

法可以进行有效的重建，得到较好的重建质量。

另一方面，由于ＥＭ 算法对所有投影计算完之

后才更新一次，使得重建收敛速度很慢，并且重建结

果数据震荡；而ＴＶ最小化算法能有效去除噪声和

起到平滑作用。该方法自１９９２年由Ｒｕｄｉｎ等
［２２］提

出后，因其去噪效果明显而引起广泛关注［２３］，但可

能会使图像的边缘变得模糊，使细节信息变得不清

晰，算法的运算速度也比较慢。因此，本文结合ＥＭ

算法和ＴＶ最小化，将ＥＭ算法作为保真项，ＴＶ最

小化作为惩罚项，可以在低剂量下得到较好质量的

重建图像，同时可以有着较快的收敛速度，数据也将

更加平滑。

设μ表示由｛μ犻犼｝组成的重建结果，犃是系统矩

阵，狆表示投影数据。根据Ｃａｎｄｅｓ、Ｔａｏ和Ｄｏｎｏｈｏ

提出的理论，图像重建方程成为

ｍｉｎ‖ !μ‖１ｓ．ｔ．犃μ＝狆， （４）

式中

‖ !μ‖１ ＝∑
犻，犼

（μ犻，犼－μ犻－１，犼）
２
＋（μ犻，犼－μ犻，犼－１）槡

２．

（５）

　　根据（４）式，执行基于 ＴＶ的图像迭代重建算

法，可分为内、外两个迭代循环步骤。外层迭代循

环，执行ＥＭ重建算法；内层迭代循环，执行重建图

像犳的全变分最小化过程。在执行内层迭代循环

时，可以利用梯度下降法，表示为

犳
（犽＋１）

＝犳
（犽）
－α
‖ !μ‖１

犳犻，犼
， （６）

式中α为梯度下降的松弛因子，
‖!μ‖１

犳犻，犼
为梯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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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４　仿真设计与仿真结果分析

为了验证能谱滤波分离成像方法的可行性，设

计了圆柱形模型，含有６个不同的组分：铝，硅，磷，

硫，氯，钙。其中大圆的直径为２０ｍｍ，小圆的直径

为４ｍｍ。其横切面的模型如图２所示，不同灰度

仅代表不同的组分。图３给出了６种组分对应的线

衰减系数曲线。

图２ 仿真模型的二维图像

Ｆｉｇ．２ 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ｐｌａｎｅｏｆ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ｈａｎｔｏｍ

图３ 仿真模型中不同组分的线衰减系数曲线

Ｆｉｇ．３ Ｌｉｎｅａｒ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ｈａｎｔｏ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４．１　单能犆犜

针对图２的模型，获取未滤波的多谱投影。其

中峰值管电压为１５０ｋＶ，并假设探测器响应理想线

性，能谱如图４所示。采用ＥＭＴＶ重建算法后，重

建结果如图５所示。

从图５的重建结果来看，相对于图２模型，重建

图像对比度低，钙（图中６区域）的结构信息不明显，

难以与氯（１区域）区分，且铝、硅和硫区域（图中虚

线标注的２、３、５区域）灰度较一致，难以区分，说明

传统方法无法满足组分区分需求。

４．２　双能犆犜

若采用双能ＣＴ重建，参考文献［３，９，２４－２５］，

高低能峰值管电压分别为１５０ｋＶ和９０ｋＶ（为了提

图４ 仿真系统能谱

Ｆｉｇ．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ｏｆｓｙｓｔｅｍ

图５ 传统ＣＴ重建结果

Ｆｉｇ．５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ｗｉ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Ｔ

高对比度，１５０ｋＶ下加入２ｍｍ的Ｃｕ滤波片），系

统能谱如图６所示，采用 ＥＭＴＶ 的重建结果如

图７所示，图７（ａ）和（ｂ）分别为高低能下的重建结

果，为了说明双能ＣＴ区分组分的能力，图７（ｃ）和

（ｄ）给出了高低能下对应铝和硅的重建结果灰度

曲线。

图６ 双能ＣＴ仿真系统能谱

Ｆｉｇ．６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ｄｕ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ＣＴｓｙｓｔｅｍ

由图７（ａ）和（ｂ）可知，经过双能ＣＴ重建后，重

建后虽然钙和氯（图中６和１区域）能够区分，但是

铝、硅和硫仍难以区分（图中虚线标注的２、３、５区

域）。为了进一步说明，以铝和硅（即２和３区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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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双能ＣＴ重建结果

Ｆｉｇ．７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ｄｕａｌｅｎｅｒｇｙＣＴｓｙｓｔｅｍ

例，给出重建结果灰度曲线图［如图７（ｃ）和（ｄ）所

示］，两种组分的重建值在双能ＣＴ下重建结果都一

致，难以区分。由此可知，双能ＣＴ的方式无法达到

区分的目的。从而说明双能ＣＴ，相对于传统ＣＴ，

组分的区分区有了显著提高，但仍无法满足对于衰

减系数相近的组分区分需求。

４．３　基于能谱滤波分离的多谱犆犜

采用能谱滤波分离方式获得投影，由图３可得：

为了这６种组分，选择递变能量１１０～１５０ｋｅＶ、

７０～１１０ｋｅＶ和５０～９０ｋｅＶ 段成像，系统能谱如

图８所示，采用ＥＭＴＶ重建结果如图９所示，图９

（ａ）～（ｃ）分别为三个能量段下的重建结果，为了说

明基于能谱滤波分离的多谱ＣＴ区分组分的能力，

图９（ｄ）～（ｆ）给出了不同能量段下对应不同组分的

灰度曲线图，其中（ｄ）为铝和硅，（ｅ）为磷和钙，（ｆ）为

硫和钙。

从图９可以看出，图９（ａ）对于铝（图中虚线标

注的２区域）可以区分出来［如图９（ｄ）所示］，磷和

钙（图中４和６区域）区分度不高，氯、硅和硫（图中

１、３和５区域）灰度值一致，难以区分。图９（ｂ）对于

磷和钙（图中虚线标注的４和６区域）可以区分开

［如图９（ｅ）所示］，铝、硅、硫（图中２，３和５区域）区

分度不高。图９（ｃ）对于硅、硫和氯（图中虚线标注

图８ 多谱ＣＴ仿真系统能谱

Ｆｉｇ．８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ｅｎｅｒｇｙｓｐｅｃｔｒａ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ＣＴｓｙｓｔｅｍ

的３和５区域）可以区分开［如图９（ｆ）所示］，磷、钙

（图中４、６区域）可以区分开，铝和硫（图中２，和３

区域）灰度值一致，难以区分。由此，通过此３个能

谱段，进一步研究多谱信息融合算法，可在一幅ＣＴ

图像中区分所有材质，从而说明能谱滤波分离方法

的多谱ＣＴ可以满足对衰减系数相近组分区分的要

求。并且图９重建结果不存在明显的硬化伪影，说

明能谱滤波的方式获得的投影可以近似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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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不同能谱段下的多谱重建结果

Ｆｉｇ．９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ｎｅｒｇｙｂａｎｄｓ

５　结　　论

研究了基于能谱分离的多谱ＣＴ成像方法。相

对于传统ＣＴ，解决了由于系统的多谱特性与重建

算法假设不一致，导致ＣＴ重建质量差，易造成“异

物同影”和“同影异物”现象，并且无法实现组分区分

的问题。相对于双能ＣＴ，由于引入更多、更细致的

能谱信息，使得组分的区分度更高，对于密度相近的

物质组分，能够更好地区分。从而为下一步多谱定

量检测与分析提供了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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