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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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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动物X线检查操作规程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X线辐射防护,小动物胸部、腹部、头部、脊柱及四肢X线摄影检查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犬和猫的X线检查.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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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

GBZ１３０　 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１７９　医疗照射放射防护基本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投照中心　beamcentre
投照时X线束中心线所指向的位置,通常表示的是病变的中心位置.

３２
投照范围　XＧrayfield
通过X线管窗口的原射线投照在被检部位的覆盖范围.

３３
运动伪影　motionartifact
X线摄影过程中,因被照部位移动而产生的重度模糊影像.

３４
栅切割伪影　gridcutＧoffartifact
因滤线栅铅条使用不当而使原射线被吸收,导致的影像密度不均匀现象.

３５
V形槽　Vgroove
是摄影过程中用于动物仰卧位保定的辅助工具,可防止动物在身体长轴方向上发生左或右偏转.

３６
焦点 胶片距　focusfilmdistance
X线管中X线的发源点到胶片(影像接收器)的距离.

４　X线辐射防护

X线辐射防护应符合 GBZ１７９、GBZ１３０的要求.

５　胸部X线摄影检查

５１　摄影前准备

５１１　应核对X线摄影检查申请单,了解病情,明确检查目的和摄影部位.对检查目的、摄影部位不清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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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单,应与临床兽医师核对确认.

５１２　应去除受检动物身上可造成影像伪影的物品如胸背带、项圈、衣物等.

５１３　测量拍摄部位的厚度,拟定并调整摄影条件,动物胸部厚度超过１５cm 时宜使用滤线栅,如怀疑有

较大面积的肺实变或胸腔积液时,应将胸部厚度标准降低为１１cm.

５１４　摄影条件宜采用高千伏值、曝光时间不高于００４s,焦点 胶片距宜为１００cm.

５１５　常规胸部摄影检查包括背腹位、腹背位、左侧位和右侧位,评估心脏通常采用背腹位和右侧位,动
物存在呼吸困难应用背腹位代替腹背位.

５２　胸部侧位

５２１　操作方法

５２１１　测量部位为肩胛骨后缘水平.

５２１２　投照中心为肩胛骨后缘.

５２１３　投照范围为前缘至肩关节,后缘至肋弓后缘,上缘至胸椎,下缘至胸骨.

５２１４　动物左或右侧卧保定,双前肢向前伸展,双后肢轻微向后牵拉,头部自然伸展.

５２１５　用楔形泡沫垫垫高胸骨,使胸骨与胸椎在同一水平面.

５２１６　在动物吸气末曝光.

５２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５２２１　包含整个胸廓,从胸腔入口之前一直到肋弓后缘,横突等对称性结构重叠良好,肋骨头重叠良

好,肋骨角不超过椎体,前肢对前胸部无遮挡.

５２２２　肺纹理自肺门向肺野外带能连续追踪,并且清晰可见双肺前叶动静脉(右侧卧位中重叠)、主动

脉、后腔静脉的血管影.

５２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５２３　注意事项

５２３１　动物头颈部不应过度伸展或屈曲,避免造成胸腔入口处气管狭窄的假象.

５２３２　猫投照中心在肩胛骨后缘２５cm 处.

５２３３　短头品种或其他桶状胸的犬,宜使用楔形泡沫垫垫高后躯.

５２３４　拍摄胸片不应镇静动物.

５３　胸部腹背位

５３１　操作方法

５３３１　测量部位为肩胛骨后缘水平.

５３３２　投照范围为整个胸部.

５３３３　投照中心为肩胛骨后缘.

５３３４　动物仰卧保定,头颈部端正,双前肢平行向前伸展并保持对称,双后肢可保持自然体位.

５３３５　动物宜用 V形槽进行辅助保定.

５３３６　在动物吸气末曝光.

５３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５３２１　包含整个胸廓,从胸腔入口之前一直到最后肋骨,胸骨与胸椎重叠,左右对称.

５３２２　肺纹理自肺门向肺野外带能连续追踪,并且可见双肺后叶动静脉、降主动脉、后腔静脉的血管影.

５３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５４　胸部背腹位

５４１　操作方法

５４１１　测量部位为肩胛骨后缘水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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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２　投照中心为肩胛骨后缘.

５４１３　投照范围为整个胸部.

５４１４　动物俯卧保定,前肢轻微向前外侧牵拉,后肢可自然屈曲.

５４１５　动物头低下,放在两前肢之间.

５４１６　在动物吸气末曝光.

５４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５４２１　包含整个胸廓,从胸腔入口之前一直到最后肋骨,胸骨与胸椎重叠,左右对称.

５４２２　肺纹理自肺门向肺野外带能连续追踪,并且清晰可见双肺后叶动静脉、降主动脉、后腔静脉的血

管影.

５４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５４３　注意事项

背腹位应确保胸骨和脊柱重叠.

５５　胸部水平侧位

５５１　操作方法

５５１１　测量部位为肩胛骨后缘水平.

５５１２　投照中心为肩胛骨后缘.

５５１３　投照范围为整个胸部.

５５１４　动物俯卧保定,前肢和头轻微向前伸展,后肢可保持自然蜷缩姿势.

５５１５　在动物吸气末曝光.

５５２　图像显示要求

图像显示要求同５２２.

５５３　注意事项

前肢应尽量向前伸展避免遮挡前胸部.

６　腹部X线摄影检查

６１　摄影前准备

６１１　应核对X线摄影检查申请单,了解病情,明确检查目的和摄影部位.对检查目的、摄影部位不清

的申请单,应与临床兽医师核对确认.

６１２　应去除受检动物身上可造成影像伪影的物品如胸背带、项圈、衣物等.

６１３　测量拍摄部位的厚度,拟定并调整摄影条件,动物腹部厚度超过１０cm 时宜使用滤线栅,如怀疑腹

腔积液或有较大的肿块存在,小于１０cm 时也宜使用滤线栅.

６１４　摄影条件宜采用低千伏值、高毫安秒值,焦点 胶片距宜为１００cm.

６１５　肝胆系统和泌尿系统检查时,宜排空肠道后进行.

６２　腹部右侧位

６２１　操作方法

６２１１　测量部位为第１３肋后缘水平.

６２１２　投照中心为第１３肋后缘.

６２１３　投照范围为前界含横膈,后界达髋关节水平.

６２１４　动物右侧卧保定,两后肢向后适度牵拉.

６２１５　在两后肢之间垫上合适厚度的泡沫垫,控制骨盆和后腹部不旋转.

６２１６　在胸骨下垫上泡沫垫,使胸骨与胸椎位于同一水平面.

６２１７　应在呼气末曝光,此时膈向前移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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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６２２１　影像应最大限度包含横膈至股骨头的范围,应包括部分肺野,显示部分肋骨头重叠良好,腰椎横

突等对称性结构重叠良好,股骨接近与腰椎垂直,不过度前伸或后展.

６２２２　应能分辨肾脏外形及腹腔内胃肠道、肝脏、脾脏、膀胱等软组织轮廓.

６２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６２３　注意事项

猫的投照中心位于第１３肋后缘２指~３指宽处.

６３　腹部腹背位

６３１　操作方法

６３１１　测量部位为第１３肋后缘水平.

６３１２　投照中心为第１３肋后缘.

６３１３　投照范围为膈后到股骨头.

６３１４　动物仰卧保定,后肢自然屈曲,用 V形槽或沙袋垫在胸部辅助保持端正的腹背位.

６３１５　应在呼气末曝光,此时膈向前移位.

６３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６３２１　影像应最大限度包含横膈至股骨头的范围,应包括部分肺野,双侧肋骨对称分布,棘突位于椎体

正中,显示部分骨盆端正.

６３２２　其他要求同６２２.

６３３　注意事项

大型犬应分别拍摄前腹部和后腹部２张X线片.

７　头部X线摄影检查

７１　摄影前准备

７１１　应核对X线摄影检查申请单,了解病情,明确检查目的和摄影部位.对检查目的、摄影部位不清

的申请单,应与临床兽医师核对确认.

７１２　去除受检动物身上可造成影像伪影的物品如胸背带、项圈、衣物等.

７１３　测量拍摄部位的厚度,拟定并调整摄影条件,当厚度超过１０cm 时宜使用滤线栅.

７１４　若厚度不大于１０cm,宜使用小焦点.

７１５　宜镇静或麻醉动物.

７１６　头部整体的常规X线检查应包括一张侧位片和一张正位片.

７２　头部侧位

７２１　操作方法

７２１１　测量部位为颧弓最高点.

７２１２　投照中心为外眼角.

７２１３　投照范围为从鼻尖到颅底部的整个头部.

７２１４　动物侧卧保定,患侧贴近摄影床,双前肢向后牵拉,避免头部扭转,使双眼的连线垂直于摄影床.

７２１５　鼻中隔应平行于摄影床,下颌支应重叠.

７２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７２２１　显示全部面骨、颅骨、牙齿及下颌骨,可见鼻前庭、鼻翼褶、鼻甲纹理、额窦(短头犬不可见)、筛骨

筛板、颞骨外耳道、软腭、鼻咽、口咽及咽喉部.

７２２２　硬腭与软腭相接处位于该图像中心,双侧下颌支、鼓泡及舌骨应重叠.

７２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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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３　注意事项

７２３１　在下颌支处垫上合适厚度的泡沫垫,避免头部扭转,使头部矢状面平行于摄影床.

７２３２　在颈部前腹侧下面放置一个垫子保持头部端正侧位.

７２３２　根据临床检查,确定病变区域,选择摄影体位.

７３　头部背腹位

７３１　操作方法

７３１１　测量部位为颅骨的最高点.

７３１２　投照中心为两外眼角连线的中点.

７３１３　投照范围为从鼻尖到颅底部的整个头部.

７３１４　动物俯卧保定,双前肢自然放在头两侧,但要在投照范围之外.

７３１５　从吻尾方向观察,头部矢状面应垂直于摄影床.

７３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７３２１　双侧鼻腔对称显示,可见鼻甲纹理、额窦、筛骨板、腭骨和翼骨构成的鼻内孔缘、下颌骨、颞下颌

关节、鼓泡、水平耳道、枕外隆突及枕骨髁.

７３２２　鼻中隔位于该图像中心长轴部位,两侧颧弓与下颌骨等距.

７３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７３３　注意事项

７３３１　可用沙袋轻轻压在颈部,保持背腹位时头部紧贴摄影床.

７３３２　头偏向一侧或另一侧时,宜在颅骨上粘一条胶带将头部固定在理想位置.

７４　头部腹背位

７４１　操作方法

７４１１　测量部位为颅骨的最高点.

７４１２　投照中心为两外眼角连线的中点.

７４１３　投照范围为从鼻尖到颅底部的整个头部.

７４１４　动物仰卧保定,用 V形槽或沙袋使动物保持仰卧,双前肢向后伸展并固定.

７４１５　鼻腔应平行于影像接受器,且头部应保持平衡成端正的腹背位.

７４２　图像显示要求

图像显示要求同７３２.

７４３　注意事项

７４３１　在颈中部垫一泡沫垫可使头部适当地置于摄影床上.

７４３２　可在动物颅骨下垫薄海绵垫避免头部发生扭转.

７５　额窦吻尾位

７５１　操作方法

７５１１　测量部位为鼻腔末端.

７５１２　投照中心为两眼之间的额窦中央.

７５１３　投照范围为包括患病动物的整个前额部.

７５１４　动物仰卧保定,鼻孔朝上垂直于摄影床,双前肢向后伸展.

７５１５　用卷轴纱布或胶带缠绕鼻部,使动物保持该体位.

７４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７５２１　双侧额窦对称显示,可见额骨、顶骨、上颌骨、颞骨(鳞部、颧突、额突、眶下缘)、骨性鼻中隔及犁

骨、鼻骨以、充满空气的鼻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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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２２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７６　鼻腔腹背开口位

７６１　操作方法

７６１１　测量部位为上颌第３前臼齿水平.

７６１２　投照中心为上颌第３前臼齿水平.

７６１３　投照范围为从鼻尖到咽部整个上颌.

７６１４　动物仰卧保定,用 V形槽或沙袋辅助固定使动物保持仰卧姿势.

７６１５　应将动物麻醉,将双前肢向后牵拉伸展.

７６１６　用胶带从口腔中穿过将上颌固定在摄影床上,并保持与摄影床平行.

７６１７　用卷轴纱布缠绕下颌并将其向后牵拉,使口腔充分张开.

７６１８　应在曝光之前拔掉气管插管或将其系于下颌上.

７６１９　X线管倾斜１０°~２０°使X线束指向口腔内.

７６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７６２１　显示上颌所有牙齿、腭裂、鼻中隔、犁骨、鼻甲骨、额窦、上颌隐窝、眶内侧壁、部分颧弓以及下颌

骨冠状突.

７６２２　鼻中隔及犁骨位于图像中心长轴部位,外鼻孔及鼻前庭等非骨性结构也应完整显示在图像内.

７６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７６３　注意事项

７６３１　X线管的倾斜可造成鼻腔影像存在形态失真.

７６３２　猫在拍摄时X线管可不倾斜.

７７　颞下颌关节吻尾斜位

７７１　操作方法

７７１１　测量部位为外眼角.

７７１２　投照中心为颞下颌关节中央.

７７１３　投照范围为整个颞下颌关节.

７７１４　动物侧卧保定,鼻部向上抬高约３０°,保证矢状面无旋转.

７７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７７２１　倒卧侧颞下颌关节清楚显示无遮挡且位于图像正中央.

７７２２　显示双侧下颌骨冠状突、下颌骨角突、部分下颌骨体、鼓泡、颞骨外耳道、舌骨器、基蝶骨、寰枢

椎,同时显示倒卧侧下颌骨髁状突、颞骨下颌窝、颞骨关节后突.

７７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７７３　注意事项

７７３１　非短头犬鼻部上抬１５°~２０°,短头犬鼻部上抬２０°~３０°.

７７３２　应将患侧颞下颌关节贴近摄影床.

７８　鼓泡腹背斜位

７８１　操作方法

７８１１　测量部位为鼓泡水平.

７８１２　投照中心为鼓泡中央.

７８１３　投照范围为整个鼓泡.

７８１４　动物侧卧保定,患侧鼓泡贴近摄影床.

７８１５　双前肢向后伸展,首先使头部成端正的侧位,然后远离摄影床的下颌向背侧旋转１０°~２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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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１６　宜在下颌垫楔形海绵垫进行调节及固定头部.

７８１７　宜分别进行张开或闭合口腔拍摄.

７８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７８２１　倒卧侧鼓泡清楚显示无遮挡且位于图像正中央.

７８２２　非倒卧侧鼓泡位于倒卧侧鼓泡上方被遮挡,同时显示倒卧侧颞下颌关节相关结构、颞骨颧突、颞
骨外耳道、枕骨外侧隆凸、枕骨髁、寰枢椎以及舌骨器.

７８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７９　鼓泡吻尾开口位

７９１１　操作方法

７９１１　测量部位为口角水平.

７９１２　投照中心为两口角连线的中点.

７９１３　投照范围为头部的整个鼻咽区.

７９１４　动物应麻醉,仰卧保定,鼻孔朝上,双前肢向后伸展.

７９１５　用纱布上、下颌打开口腔,鼻部向前牵拉５°~１０°,下颌向后牵拉.

７９１６　宜将气管插管系于下颌上或在曝光之前拔掉.

７９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７９２１　双侧鼓泡位于两口角连线水平,不能与下颌骨和上颌的硬腭重叠.

７９２２　显示颧骨颞突、颞骨颧突、下颌骨体、下颌骨角突、颞下颌关节、由水平耳道形成的阴影、枕骨大

孔、硬腭后缘、寰枢椎、枢椎齿突及棘突、枕骨髁、舌骨器以及会厌.

７９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７９３　注意事项

不同品种犬的颅骨形态不同,上颌向前牵拉的程度不同.

７１０　上颌骨开口腹背斜位

７１０１　操作方法

７１０１２　测量部位为硬腭近端.

７１０１３　投照中心为第３前臼齿.

７１０１４　投照范围为上颌所有牙齿.

７１０１５　动物应麻醉,半仰卧保定,双前肢向后伸展,被检的上颌齿弓贴近摄影床.

７１０１６　垫上海绵垫将下颌向背侧旋转约４５°,避免对侧齿弓的重叠.

７１０１７　用透射线开口器或较厚的纱布卷保持张口姿势.

７１０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７１０２１　显示上颌所有牙齿结构,牙齿之间基本无重叠.

７１０２２　牙齿固定于齿槽骨中,平行于每个齿根的一个骨性高密度阴影为硬骨板,在硬骨板和齿根之间

是牙周韧带的低密度阴影.

７１０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７１０３　注意事项

短头犬的旋转角度应比长头犬小.

７１１　下颌骨开口背腹斜位

７１１１　操作方法

７１１１１　测量部位为第１臼齿水平.

７１１１２　投照中心为被检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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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１１３　投照范围为包括下颌所有牙齿.

７１１１４　动物侧卧保定,患侧下颌支贴近摄影床.

７１１１５　垫上楔形海绵垫使头部远离摄影床面旋转约２０°.

７１１１６　用透射线开口器或较厚的纱布卷保持张口姿势.

７１１２　图像显示要求

图像显示要求同７１０２.

７１１３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同７１０３.

７１２　颅骨吻尾位

７１２１　操作方法

７１２１１　测量部位为额窦处.

７１２１２　投照中心为两眼连线的中点.

７１２１３　投照范围为整个颅骨.

７１２１４　动物仰卧保定,两前肢沿身体向后牵拉.

７１２１５　用卷轴纱布或胶带将鼻部向后牵拉１０°~１５°.

７１２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７１２２１　显示顶骨、额窦、额窦中隔、枕骨大孔、额骨颧突、岩颞骨、鼓泡、颞骨颧突、骨性鼻中隔、筛鼻甲

骨、下颌骨冠状突及髁状突、上颌骨.

７１２２２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７１２３　注意事项

动物有气管插管,在弯曲颈部时插管不应折转.

８　脊柱X线摄影检查

８１　摄影前准备

８１１　应核对X线摄影检查申请单,了解病情,明确检查目的和摄影部位.对检查目的、摄影部位不清

的申请单,应与临床兽医师核对确认.

８１２　应去除受检动物身上可造成影像伪影的物品如胸背带、项圈、衣物等.

８１３　测量拍摄部位厚度,据此决定是否使用滤线栅,拟定并调整摄影条件,若大于１０cm宜使用滤线栅.

８１４　脊柱X线摄影图像中应包括具有明确标志的椎体.

８１５　对于剧烈疼痛或过度紧张的受检动物做X线摄影检查,宜镇静或麻醉动物.

８１６　脊柱外伤的受检动物,搬动及摆位时避免二次损伤.

８２　颈椎伸展侧位

８２１　操作方法

８２１１　测量部位为第７颈椎水平.

８２１２　投照中心为第４~第５颈椎椎间隙.

８２１３　投照范围为前缘至颅底部、后缘至第１胸椎.

８２１４　动物侧卧保定,头颈部伸展,双前肢对齐向后牵拉.

８２１５　将动物头部向前牵拉,从而轻微牵引颈部.

８２１６　将泡沫垫置于颈部下方,使颈椎平行于摄影床.

８２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８２２１　显示包括颅底部、少许胸椎和带有颈部软组织的颈椎侧位影像,清晰可见棘突、椎体、椎间隙、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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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结构及颈部软组织.

８２２２　第１颈椎至第７颈椎位序列以正常生理曲度位于图像中心位置,椎间隙无双边影.

８２２３　气管、颈部软组织与椎体层次可辨.

８２２４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８２３　注意事项

８２３１　在下颌支处垫上合适厚度的泡沫垫,避免头部倾斜.

８２３２　受检动物过于疼痛或过度紧张时宜镇静后拍摄.

８３　颈椎屈曲侧位

８３１　操作方法

８３１１　测量部位为第７颈椎水平.

８３１２　投照中心为第３~第４颈椎椎间隙.

８３１３　投照范围为前缘至颅底部、后缘至第１胸椎.

８３１４　动物侧卧保定,双前肢对齐向后牵拉.

８３１５　用纱布卷或绳索缠绕于动物下颌犬齿后,将游离端放在双前肢之间并轻轻牵拉,使头向后牵引.

８３１６　将泡沫垫置于颈部下方,使颈椎平行于摄影床.

８３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８３２１　显示包括颅底部、少许胸椎和带有颈部软组织的颈椎侧位影像,清晰可见棘突、椎体、椎间隙、骨
质结构及颈部软组织.

８３２２　第１颈椎至第７颈椎位序列以屈曲状态位于图像中心位置,椎间隙无双边影.气管、颈部软组

织与椎体层次可辨.

８３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８３３　注意事项

８３３１　不应过度屈曲颈部,防止气管损伤、气管插管塌陷及椎体不稳定(寰枢椎半脱位)造成二次伤害.

８３３２　下颌处可选择垫泡沫垫,避免头部倾斜.

８３３３　其他同８２３.

８４　颈椎最大伸展侧位

８４１　操作方法

８４１１　测量部位为胸腔入口处.

８４１２　投照中心为第３~第４颈椎椎间隙.

８４１３　投照范围为前缘至颅底部、后缘至第１胸椎.

８４１４　动物侧卧保定,双前肢对齐向后牵拉.

８４１５　牵拉头颈部向背侧做最大程度伸展.

８４１６　将泡沫垫置于颈部下方,使颈椎平行于摄影床.

８４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８４２１　显示包括颅底部、少许胸椎和带有颈部软组织的颈椎侧位影像,清晰可见棘突、椎体、椎间隙、骨
质结构及颈部软组织.

８４２２　第１颈椎至第７颈椎位序列以最大伸展角度位于图像中心位置,椎间隙无双边影.

８４２３　气管、颈部软组织与椎体层次可辨.

８４２４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８４３　注意事项

８４３１　下颌处可选择垫泡沫垫,避免头部倾斜.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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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３１　受检动物过于疼痛或过度紧张时宜镇静后拍摄.

８５　颈椎腹背位

８５１　操作方法

８５１１　测量部位为第５~第６颈椎椎间隙.

８５１２　投照中心为第４~第５颈椎椎间隙.

８５１３　投照范围为前缘至颅底部、后缘至第１胸椎.

８５１４　动物仰卧于 V形槽内,头向前伸展,双前肢沿身体向后牵拉.

８５１５　保持头颈部向背侧伸展.

８５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８５２１　第１颈椎到第７颈椎与第１胸椎投影于图像长轴正中,清晰可见椎体骨质结构.

８５２２　颈椎棘突位于椎体正中,左、右横突对称显示.

８５２３　椎间隙与关节突显示清晰,气管投影于椎体正中,其边界易于分辨.

８５２４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８５３　注意事项

８５３１　保持头部与摄影床平行,避免下颌骨与颈椎重叠.

８５３２　双前肢避免过度向后拉伸,防止后段颈椎发生上抬,影响椎间隙评估.

８６　胸椎侧位

８６１　操作方法

８６１１　测量部位为第７肋骨水平.

８６１２　投照中心为肩胛骨后缘水平(第７胸椎体).

８６１３　投照范围为第７颈椎至第１腰椎.

８６１４　动物侧卧保定,双前肢对齐向前牵拉,双后肢对齐向后牵拉.

８６１５　在胸骨下方垫泡沫垫抬高胸骨,避免胸椎偏转.

８６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８６２１　显示第１胸椎至第１３胸椎的侧位影像,清晰可见椎间隙、骨质结构.

８６２２　第１胸椎至第１３胸椎显示于该图像中心部位.

８６２３　椎间间隙应展开.

８６２４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８６３　注意事项

８６３１　肋骨角不应越过椎体,以避免椎体倾斜,影响椎间盘评估.

８６３２　可在胸骨下方垫上泡沫垫,避免深胸犬胸部倾斜.

８７　胸椎腹背位

８７１　操作方法

８７１１　测量部位为胸骨最高点.

８７１２　投照中心为肩胛骨后缘水平.

８７１３　投照范围为第７颈椎至第１腰椎.

８７１４　动物仰卧于 V形槽内,双前肢向前伸展,后肢呈自然体位.

８７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８７２１　显示第１胸椎至第１３胸椎的正位影像,清晰可见椎间隙、骨质结构,对称显示横突及肋骨.

８７２２　第１胸椎到第１３胸椎及第１腰椎或第７颈椎呈正位,显示于该图像中心部位.

８７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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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３　注意事项

胸椎的检查应以后端胸椎的摄影条件为准.

８８　腰椎侧位

８８１　操作方法

８８１１　测量部位为第１腰椎体.

８８１２　投照中心为第４腰椎体水平.

８８１３　投照范围为第１３胸椎体到第１荐椎体.

８８１４　动物侧卧保定,双前肢对齐向前牵拉,双后肢对齐向后牵拉.

８８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８８２１　显示第１３胸椎至第１荐椎椎体及部分软组织,清晰可见椎体骨质结构,可见椎弓根、椎间孔和

邻近软组织、椎间关节、腰荐关节及棘突.

８８２２　椎体序列位于该图像中心长轴部位,腰椎体各缘无双边显示,椎间隙显示良好.

８８２３　棘突与腰荐关节均应清晰显示.

８８２４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８８３　注意事项

８３３１　在胸骨下方垫上泡沫垫,使胸骨与摄影床平行.

８３３２　在荐椎下方垫上泡沫垫,使双侧髂骨翼对齐.

８９　腰椎腹背位

８９１　操作方法

８９１１　测量部位为第１腰椎体水平.

８９１２　投照中心为第４腰椎体.

８９１３　投照范围为第１３胸椎体到第１荐椎体.

８９１４　动物仰卧于 V形槽内,双前肢向前伸展,后肢呈自然体位.

８９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８９２１　显示第１３胸椎至第１荐椎的正位影像,清晰可见椎弓、椎间关节、棘突和横突、椎间隙和骨质结构.

８９２２　椎体序列位于该图像中心长轴部位,两侧横突、椎弓根对称显示.

８９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８９３　注意事项

双侧髂骨翼应对称显示,避免骨盆倾斜.

８１０　胸腰椎侧位

８１０１　操作方法

８１０１１　测量部位为胸腰椎结合处.

８１０１２　投照中心为胸腰椎结合处.

８１０１３　投照范围为所有胸椎和腰椎.

８１０１４　动物侧卧保定,双前肢对齐向前牵拉,双后肢对齐向后牵拉.

８１０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８１０２１　显示第１胸椎至第１荐椎椎体及部分软组织,清晰可见椎体骨质结构,可见椎弓根、椎间孔和

邻近软组织、椎间关节、腰荐关节及棘突.

８１０２２　椎体序列位于该图像中心长轴部位,腰椎体各缘无双边显示,椎间隙显示良好.

８１０２３　棘突与腰荐关节均应清晰显示.

８１０２４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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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０３　注意事项

同８６３和８８３.

８１１　胸腰椎腹背位

８１１１　操作方法

８１１１１　测量部位为胸腰椎结合处.

８１１１２　投照中心为胸腰椎结合处.

８１１１３　投照范围为第１胸椎体到第１荐椎体.

８１１１４　动物仰卧保定,双前肢向前伸展,双后肢呈自然体位.

８１１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８１１２１　显示第１胸椎至第１荐椎的正位影像,清晰可见椎间隙、骨质结构,对称显示横突及肋骨.

８１１２２　第１０胸椎至第３腰椎影像位于图像中央区域.

８１１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及栅切割伪影.

８１１３　注意事项

同８７３和８９３.

８１２　尾椎侧位

８１２１　操作方法

８１２１１　测量部位为尾部近端.

８１２１２　投照中心为受检部位.

８１２１３　投照范围为整段尾椎.

８１２１４　动物侧卧保定,尾向后伸展.

８１２１５　应用适当厚度的泡沫垫将尾部垫平,使其平行于摄影床.

８１２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８１２２１　尾椎椎体、椎间隙显示良好.

８１２２２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８１２３　注意事项

尾椎呈直线排列,避免人为造成椎间隙狭窄.

８１３　尾椎腹背位

８１３１　操作方法

８１３１１　测量部位为尾部近端.

８１３１２　投照中心为受检部位.

８１３１３　投照范围为整段尾椎.

８１３１４　动物仰卧保定,尾向后伸展至投照范围中央.

８１３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８１３２１　尾椎关节正位投影,椎体骨质结构清晰可见,椎间隙显影清晰.

８１３２２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８１３３　注意事项

动物尾椎存在自然弯曲时,用胶带将尾椎粘于摄影床或 V形槽上.

９　四肢X线摄影检查

９１　摄像前准备

９１１　骨外伤摄影,搬动患病动物时,应避免受伤肢体二次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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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２　长骨摄影时应包括远端和近端的两个关节,并使正、侧位关节显示在同一水平.

９１３　指/趾骨摄影应包括邻近指/趾骨.

９１４　骨病摄影时,影像接收器的使用面积应适当加大,以包括病变的全部区域.

９１５　幼龄动物宜同时拍摄患侧肢和对侧肢.

９１６　进行异物深度定位诊断时,应将被照部位皮肤表面包括在X线片内.

９１７　四肢骨折固定术前拍摄,宜使用参照物确定骨折部位真实长度.

９１８　肩关节、股骨近端较厚时,宜使用滤线栅.

９１９　拍摄距离为１００cm.

９２　肩胛骨侧位

９２１　拍摄位置

肩胛骨位于脊柱背侧.

９２２　操作方法

９２２１　测量部位为肩胛骨最厚处.

９２２２　患病动物侧卧保定,宜镇静动物,患侧肢贴近摄影床并垂直于脊柱.

９２２３　抓住患侧肢肘关节以下部分,伸展肘关节避免其弯曲,将患侧肢推向背侧.

９２２４　对侧肢向后、腹侧牵拉,使胸廓轻微旋转.

９２２５　将肩胛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２２６　中心线束经肩胛骨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２３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２３１　显示整个肩胛骨、肩关节及肱骨近端侧位影像,清晰可见肩胛冈、肩胛骨颈部和体部的影像.

９２３２　肩胛骨中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肩胛骨为侧位像,肩胛骨尽量避免与胸椎棘突重叠.

９２３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２４　注意事项

９２４１　单独检查肩胛骨颈部时,可采用向前牵拉患侧肢、以患侧肢肩胛骨颈部为投照中心的方法进行

拍摄.

９２４２　疼痛或过度牵拉会导致进一步损伤的患病动物不宜采用该体位.

９３　肩胛骨侧位

９３１　拍摄位置

肩胛骨重叠于前胸部.

９３２　操作方法

９３２１　测量部位为肩胛骨所在的前胸腹侧.

９３２２　患病动物侧卧,患侧肢贴近摄影床.

９３２３　抓住患侧肢肘关节以下部分,将患侧肢向后、腹侧牵拉.

９３２４　对侧肢向前伸展,避开被检部位,将胸骨轻微抬起,离开摄影床.

９３２５　将肩胛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３２６　中心线束经肩胛骨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３３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３３１　显示大部分肩胛骨、肩关节及肱骨近端侧位影像,清晰可见肩胛冈、肩胛骨颈部和体部的影像.

９３３２　肩胛骨中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

９３３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４　肩胛骨后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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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１　操作方法

９４１１　测量部位为肩关节.

９４１２　患病动物仰卧,双前肢向前拉伸.

９４１３　将动物的胸骨向患肢对侧偏转１０°~１２°.

９４１４　将肩胛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４１５　中心线束经肩胛骨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４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４２１　显示全部肩胛骨、肩关节及肱骨近端后前位影像,清晰可见肩胛冈、肩峰、肩胛骨颈部和体部的

影像.

９４２２　肩胛骨中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肩胛骨为正位像,肩胛骨不与肋骨重叠.

９４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４３　注意事项

在牵拉患肢过程中注意避免胸骨过度旋转而使肩关节离摄影床过远,镇静动物有助于保定和摆位操作.

９５　肩关节侧位

９５１　操作方法

９５１１　测量部位为肩关节最厚处.

９５１２　患病动物侧卧保定,患侧肩关节贴近摄影床.

９５１３　抓住患侧肢肘关节以下部分,将患侧肢向前、腹侧牵拉.

９５１４　对侧肢向后、背侧牵拉,颈部向背侧伸展.

９５１５　将肩关节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５１６　中心线束经肩关节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５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５２１　显示肱骨近端及肩胛骨远端侧位影像,明确显示肱骨头和肩盂的关系,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

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５２２　肩盂位于整个图像中心且不与气管重叠,肩盂内外侧重合呈切线位显示;关节间隙显示清晰.

９５２３　肱骨大结节位于肱骨外上方,肱骨小结位于肱骨头和肱骨大结节之间.

９５２４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５３　注意事项

９５３１　患肢向前腹侧牵拉要充分,避免被脊柱遮挡.

９５３２　伸展颈部时不宜将胸廓过度旋转,避免肩关节离开摄影床.

９５３３　其他要求同９４３.

９６　肩关节后前位

９６１　操作方法

９６１１　测量部位为肩关节.

９６１２　患病动物仰卧保定,双前肢向前拉伸.

９６１３　患侧肢向前拉伸至肱骨与摄影床平行.

９６１４　将肩关节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６１５　中心线束经肩关节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６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６２１　显示肱骨近端及肩胛骨远端后前位影像,显示肱骨头和肩盂的关系,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
可见软组织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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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２２　肩盂位于整个图像中心,呈切线位显示;关节间隙显示清晰.

９６２３　肱骨大结节位于肱骨外上方,肱骨头位于肱骨大结节和小结节之间.

９６２４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６３　注意事项

９６３１　拉伸患侧肢时不应旋转肱骨,避免肩关节斜切.

９６３２　怀疑肱骨结节间沟病变时,可拍摄结节间沟的切线位.

９７　肱骨侧位

９７１　操作方法

９７１１　测量部位为肩关节最厚处.

９７１２　患病动物侧卧,患侧肢贴近摄影床.

９７１３　患侧肢向前、腹侧方向牵拉,对侧肢向后、背侧牵拉.

９７１４　头颈部轻微向背侧伸展.

９７１５　将肱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７１６　中心线束经肱骨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７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７２１　显示全部肱骨、肩关节和肘关节的侧位影像,显示肱骨头和肩盂的关系,明确显示肘关节间隙,
清晰可见肱骨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７２２　肱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肱骨内、外上髁重叠,肱骨大结节位于外上方,肱骨小结节位于肱骨头

内侧,肱骨头位于肱骨大结节和小结节之间.

９７２３　尺骨肘突位于肱骨滑车沟后上方且与肱骨外上髁重叠,尺骨内侧冠状突在外侧冠状突前下方且

与桡骨头后半部分重叠.

９７２４　桡骨头位于尺骨前方、肱骨下方.

９７２５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７３　注意事项

肱骨的旋转可通过在肘关节处垫上透射线的泡沫垫加以调整.

９８　肱骨后前位

９８１　操作方法

９８１１　测量部位为肩关节最厚处.

９８１２　患病动物仰卧保定,双前肢向前拉伸.

９８１３　患侧肢向前拉伸至肱骨与摄影床平行.

９８１４　将肱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８１５　中心线束经肱骨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８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８２１　显示全部肱骨、肩关节和肘关节的后前位影像,显示肱骨头和肩盂的关系,明确显示肘关节间

隙,清晰可见肱骨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８２２　肱骨中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可见肱骨内、外上髁轮廓,肱骨滑车上孔位于内、外上髁之间靠近

肱骨近端的位置,肱骨滑车沟与尺骨滑车切迹重叠,肱骨头位于肱骨大结节和小结节之间.

９８２３　尺骨鹰嘴、肘突与肱骨滑车上孔部分重叠,尺骨内、外侧冠状突分别位于尺骨滑车切迹内外侧.

９８２４　桡骨头位于肱骨髁下方,大部分与尺骨重叠.

９８２５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８３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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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应镇静动物.

９８３２　头颈部应保持在两前肢之间,避免身体的重叠和旋转.

９８３３　患病动物肢无法拉伸时,可采用肱骨前后位.

９９　肱骨前后位

９９１　操作方法

９９１１　测量部位为肩关节最厚处.

９９１２　患病动物仰卧保定,患侧肢向后拉伸,使肱骨与摄影床平行.

９９１３　将患侧肢牵离胸廓轻微外展.

９９１４　将肱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９１５　中心线束经肱骨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９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９２１显示全部肱骨、肩关节和肘关节的前后影像,显示肱骨头和肩盂的关系,明确显示肘关节间隙.

９９２２　清晰可见肱骨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９２３　肱骨中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可见肱骨内、外上髁轮廓,肱骨滑车上孔位于内、外上髁之间靠近

肱骨近端的位置,肱骨滑车沟与尺骨滑车切迹重叠,肱骨头位于肱骨大结节和小结节之间.

９９２４　尺骨鹰嘴、肘突与肱骨滑车上孔部分重叠,尺骨内、外侧冠状突分别位于尺骨滑车切迹内外侧.

９９２５　桡骨头位于肱骨髁下方,大部分与尺骨重叠.

９９２６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９３　注意事项

９９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应镇静动物.

９９３２　头颈部应保持端正,避免身体的重叠和旋转.

９９３３　此摆位的放大失真程度较肱骨后前位更明显.

９１０　肘关节侧位

９１０１　操作方法

９１０１１　测量部位为肱骨远端.

９１０１２　动物侧卧保定,患侧肢贴近摄影床.

９１０１３　患侧肢向前、腹侧方向牵拉,对侧肢向后、背侧牵拉.

９１０１４　头颈部轻微向背侧伸展.

９１０１５　将肘关节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１０１６　中心线束经肘关节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１０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１０２１显示肘关节和肱骨远端、桡尺骨近端侧位影像,明确显示肘关节间隙,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

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１０２２　肱骨和桡尺骨呈９０°~１３５°.

９１０２３　肘关节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肱骨内、外上髁重叠.

９１０２４　尺骨肘突位于肱骨滑车沟后上方且与肱骨内上髁重叠,尺骨内侧冠状突在外侧冠状突前下方

且与桡骨头后半部分重叠,桡骨头位于尺骨前方、肱骨下方.

９１０２５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１０３　注意事项

９１０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应镇静动物.

９１０３２　可在掌部垫上透射线的楔形泡沫垫以保持端正的肘关节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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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０３３　疑存在肘突不闭合时宜拍摄肘关节屈曲侧位.

９１１　肘关节屈曲侧位

９１１１　操作方法

９１１１１　测量部位为肱骨远端.

９１１１２　患病动物侧卧,患侧肢贴近摄影床.

９１１１３　屈曲患侧肢肘关节,患侧肢腕部向颈侧牵拉,对侧肢向后、腹侧牵拉.

９１１１４　头颈部轻微向背侧伸展.

９１１１５　将肘关节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１１１６　中心线束经肘关节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１１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１１２１　显示肘关节和肱骨远端、桡尺骨近端侧位影像,明确显示肘关节间隙,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

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１１２２　肘关节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肱骨内、外上髁重叠.

９１１２３　肘突位于肱骨滑车沟后方且不与肱骨重叠.

９１１２４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１１３　注意事项

９１１３１　屈曲过程中应保持端正的侧位,腕部保持端正的侧位有利于肘关节保持端正的侧位.

９１１３２　肘关节屈曲侧位仅用于评估肘突不闭合.

９１１３３　其余注意事项同９１０３.

９１２　肘关节前后位

９１２１　操作方法

９１２１１　测量部位为肱骨远端.

９１２１２　患病动物俯卧保定,患侧肢向前拉伸;拉伸过程中使鹰嘴位于肱骨内、外上髁之间.

９１２１３　将患病动物头部抬起并远离患侧肢.

９１２１４　将肘关节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１２１５　中心线束经肘关节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１２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１２２１　显示肘关节和肱骨远端、桡尺骨近端前后位影像,明确显示肘关节间隙,清晰可见肱骨骨皮质

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１２２２　肘关节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肘关节面呈切线位显示.

９１２２３　可见肱骨内外上髁轮廓,肱骨滑车上孔位于内、外上髁之间,肱骨滑车沟与尺骨滑车切迹重叠.

９１２２４　尺骨鹰嘴、肘突与肱骨滑车上孔部分重叠,尺骨内、外侧冠状突分别位于尺骨滑车切迹内外侧.

９１２２５　桡骨头位于肱骨髁下方,大部分与尺骨重叠.

９１２２６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１２３　注意事项

９１２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应镇静动物.

９１２３２　当头部偏离患侧肢时,应避免患侧肘关节向内侧或外侧移位.

９１２３３　在肘关节下放置透射线的泡沫垫可防止肘关节旋转.

９１３　桡尺骨侧位

９１３１　操作方法

９１３１１　测量部位为肘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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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３１２　患病动物侧卧,患侧肢贴近摄影床.

９１３１３　患侧肢向前方牵拉,对侧肢向后牵拉至投照范围外.

９１３１４　头颈部轻微向背侧伸展.

９１３１５　将桡尺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１３１６　中心线束经桡尺骨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１３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１３２１　显示整个桡尺骨、肘关节和腕关节的侧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桡
尺骨中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肱骨内、外上髁重叠,尺骨内侧冠状突与桡骨头后半部分重叠.

９１３２２　桡骨头位于尺骨前方、肱骨下方.

９１３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１３３　注意事项

９１３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应镇静动物.

９１３３２　桡尺骨长轴与影像接收器长轴平行.

９１３３３　桡尺骨的轻微旋转可通过在肘关节处垫上透射线的泡沫垫加以调整.

９１４　桡尺骨前后位

９１４１　操作方法

９１４１１　测量部位为肱骨远端.

９１４１２　患病动物俯卧保定,患侧肢向前拉伸;拉伸过程中使尺骨鹰嘴位于肱骨内、外上髁之间.

９１４１３　将患病动物头部抬起并远离患侧肢.

９１４１４　将桡尺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１４１５　中心线束经桡尺骨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１４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１４２１　显示整个桡尺骨、肘关节和腕关节的前后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１４２２　桡尺骨中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桡尺骨长轴与图像长轴平行.

９１４２３　近端桡骨头大部分与尺骨重叠,远端尺骨移行至桡骨外侧.

９１４２４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１４３　注意事项

同９１３３.

９１５　腕关节侧位

９１５１　操作方法

９１５１１　测量部位为腕部中心.

９１５１２　患病动物侧卧保定,患侧肢放在摄影床中央.

９１５１３　患侧肢向前方牵拉,对侧肢向后牵拉出投照范围.

９１５１４　将远列腕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心.

９１５１５　中心线束经远列腕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１５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１５２１　显示整个腕关节、桡尺骨远端和掌骨近端的侧位影像,清晰显示腕关节间隙,清晰可见骨皮质

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１５２２　远列腕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桡尺骨几乎不重叠,且桡骨位于尺骨背侧,第２至第５掌骨近端

排列成直线且重叠.

９１５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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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５３　注意事项

９１５３１　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应镇静动物.

９１５３２　在肘关节处垫上透射线的泡沫垫可以防止腕关节远离摄影床.

９１６　腕关节背掌位

９１６１　操作方法

９１６１１　测量部位为腕部中心.

９１６１２　患病动物俯卧保定,患侧肢向前伸展;腕关节平放在摄影床上.

９１６１３　将患病动物头部抬起并远离患侧肢.

９１６１４　将远列腕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１６１５　中心线束经远列腕骨中心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１６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１６２１　显示整个腕关节、桡尺骨远端和掌骨近端的背掌位影像,清晰显示腕关节间隙,清晰可见骨皮

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１６２２　腕关节位于整个图像中心,桡尺骨远端几乎不重叠且桡骨位于尺骨内侧,副腕骨与其他腕骨重

叠于腕关节中部.

９１６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１６３　注意事项

９１６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应镇静动物.

９１６３２　在肘关节下放置透射线的泡沫垫可防止肘关节旋转.

９１６３３　疑腕关节不稳定时可采用背掌应力位.

９１６３４　其他注意事项同９１３３.

９１７　掌 指骨侧位

９１７１　操作方法

９１７１１　测量部位为掌骨中部.

９１７１２　患病动物侧卧保定,患侧肢放在摄影床中央.

９１７１３　患侧肢向前方牵拉,对侧肢向后牵拉出投照范围.

９１７１４　将掌骨中央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心.

９１７１５　中心线束经掌骨中央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１７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１７２１　显示整个腕关节、掌骨、指骨及指尖的侧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１７２２　掌骨中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桡尺骨几乎不重叠且桡骨位于尺骨背侧,第２至第５掌骨近端排

列成直线且重叠.

９１７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１７３　注意事项

９１７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应镇静动物.

９１７３２　在肘关节处垫上透射线的泡沫垫避免掌 指骨旋转和远离摄影床.

９１７３３　单独检查某一指时,应将特定指用胶带向前拉伸,其他指向后拉伸以便分开.

９１８　掌 指骨背掌位

９１８１　操作方法

９１８１１　测量部位为掌骨中部.

９１８１２　患病动物俯卧保定,患侧肢向前伸展;爪部平放在摄影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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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８１３　将患病动物头部抬起并远离患侧肢.

９１８１４　将掌骨中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１８１５　中心线束经掌骨中央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１８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１８２１　显示整个腕关节、掌骨、指骨及指尖的背掌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１８２２　掌骨中央位于整个图像中心,副腕骨与其他腕骨重叠于腕关节中部,各掌 指骨间无重叠.

９１８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１８３　注意事项

同９１７３.

９１９　骨盆侧位

９１９１　操作方法

９１９１１　测量部位为股骨大转子水平.

９１９１２　患病动物侧卧保定,患侧贴近摄影床.

９１９１３　使两侧股骨与摄影床保持平行.

９１９１４　患侧后肢轻微前拉,对侧后肢轻微后拉.

９１９１５　将股骨大转子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１９１６　中心线束经股骨大转子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１９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１９２１　显示整个骨盆、后段腰椎和股骨的侧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１９２２　骨盆位于整个图像中心,双侧股骨头重叠,双侧髂骨翼、髂骨体、坐骨、耻骨及闭孔相互重叠.

９１９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１９３　注意事项

９１９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宜镇静动物.

９１９３２　疑髋关节脱位或一侧股骨需和另一侧股骨相区别时,可拍摄股骨斜侧位.

９１９３３　在胸骨下或前腹部放置透射线的楔形泡沫垫可保持端正的侧位.

９１９３４　对于大型犬,可在双后肢之间放置泡沫垫以保持双后肢平行.

９２０　骨盆伸展腹背位

９２０１　操作方法

９２０１１　测量部位为股骨中部.

９２０１２　患病动物仰卧于 V形槽内.

９２０１３　固定躯体前部,保持胸腹呈端正的腹背位.

９２０１４　双后肢屈曲并紧握跗关节,将双后肢向后牵拉至两股骨与摄影床平行或遇到阻力.

９２０１５　将两侧膝关节相对向内旋转至呈端正的正位.

９２０１６　将尾部用胶带固定于双后肢之间.

９２０１７　将坐骨后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２０１８　中心线束经坐骨后部垂直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２０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２０２１　显示整个骨盆、部分腰椎、双侧股骨及膝关节的腹背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

组织层次.

９２０２２　坐骨后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双侧股骨相互平行,两髌骨分别位于双侧股骨髁中央,骨盆无偏

转,双侧髂骨翼、髂骨体、耻骨、坐骨、闭孔、髋关节、荐髂关节完全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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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０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２０３　注意事项

９２０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应深度镇静或全身麻醉动物.

９２０３２　骨盆伸展位是评估髋关节发育不良的标准摆位,需保持严格的对称性和准确性;疑股骨颈骨折

时首选蛙腿式位投照.

９２０３３　评估髋臼外侧的骨重塑可采用背侧髋臼缘投照.

９２１　骨盆蛙式腹背位

９２１１　操作方法

９２１１１　测量部位为髋臼.

９２１１２　患病动物仰卧于 V形槽内.

９２１１３　固定躯体前部,保持胸腹呈端正的腹背位,双后肢呈自然屈曲.

９２１１４　牵拉跗关节使股骨与脊柱成４５°角.

９２１１５　将尾部用胶带固定于双后肢之间.

９２１１６　将双侧髋臼中间处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２１１７　中心线束经双侧髋臼中间处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２１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２１２１　显示整个骨盆、后段腰椎、双侧股骨近端的腹背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

层次.

９２１２２　坐骨后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股骨颈充分显示,双侧髂骨翼、髂骨体、耻骨、坐骨、闭孔、髋关节、
荐髂关节呈对称显示,股骨与脊柱成４５°角.

９２１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２１３　注意事项

同９２０３１.

９２２　股骨侧位

９２２１　操作方法

９２２１１　测量部位为股骨中部.

９２２１２　患病动物侧卧保定,患侧肢贴近摄影床.

９２２１３　将对侧肢牵拉移出投照区,患肢股骨中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２２１４　中心线束经股骨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２２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２２２１　显示整个股骨、髋关节和膝关节的侧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２２２２　股骨中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股骨内、外髁重叠.

９２２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２２３　注意事项

９２２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宜镇静动物.

９２２３２　在胫骨近端放置透射线的泡沫垫避免股骨旋转.

９２３　股骨前后位

９２３１　操作方法

９２３１１　测量部位为股骨中部.

９２３１２　患病动物仰卧保定,患侧肢向后伸展.

９２３１３　拉直患侧肢,使股骨长轴与摄影床平行;将患侧肢稍向外展并轻微内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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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３１４　对侧肢屈曲并向外旋转,远离投照区.

９２３１５　将股骨中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２３１６　中心线束经股骨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２３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２３２１　显示整个股骨、髋关节和膝关节的前后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２３２２　股骨中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股骨和胫骨内外髁呈对称显示,髌骨位于股骨内外髁的中央.

９２３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２３３　注意事项

９２３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宜镇静动物.

９２３３２　其他同９２０３.

９２４　膝关节侧位

９２４１　操作方法

９２４１１　测量部位为股骨髁.

９２４１２　患病动物侧卧,患侧肢贴近摄影床.

９２４１３　患侧肢膝关节自然微屈曲.

９２４１４　对侧肢屈曲外展远离投照区.

９２４１５　将膝关节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２４１６　中心线束经膝关节间隙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２４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２４２１　显示整个膝关节、股骨远端、胫腓骨近端及关节周围软组织的侧位影像,明确显示膝关节间隙,
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２４２２　膝关节间隙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股骨内、外髁重叠;髌骨位于股骨髁前侧,呈侧位显示,且与股

骨髁几乎不重叠;内外侧腓肠肌豆基本重叠;腓骨头上部与胫骨重叠;股骨长轴与胫骨长轴成９０°角.

９２４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２４３　注意事项

９２４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宜镇静动物.

９２４３２　在跗关节下放置透射线的泡沫垫可抬高胫骨并使股骨内外髁重叠.

９２４３３　注意固定尾部,避免与拍摄部位重叠.

９２５　膝关节后前位

９２５１　操作方法

９２５１１　测量部位为股骨远端.

９２５１２　患病动物俯卧保定,患侧肢向后拉伸至最大伸展位.

９２５１３　对侧肢屈曲,将对侧肢垫高并远离投照区.

９２５１４　将膝关节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２５１５　中心线束经关节间隙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２５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２５２１　显示整个膝关节、股骨远端、胫腓骨近端及关节周围软组织的后前位影像,明确显示膝关节间

隙,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２５２２　膝关节间隙位于整个图像中心,关节面前后缘重叠.

９２５２３　股骨和胫骨内外髁呈对称显示,髌骨位于股骨内外髁中央,胫骨髁间隆凸位于胫骨内外髁中

间,腓骨头上部与胫骨稍有重叠,腓肠肌豆分别与股骨远端和胫骨近端重叠.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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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５２４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２５３　注意事项

９２５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应镇静动物.

９２５３２　将对侧肢适度抬高可控制患侧肢膝关节的旋转程度.

９２５３３　固定尾部,避免与拍摄部位重叠.

９２５３４　疑髌骨和股骨滑车沟病变可拍摄髌骨轴位.

９２５３５　膝关节前后位摆位较后前位容易,但会造成影像放大失真.

９２６　髌骨轴位

９２６１　操作方法

９２６１１　测量部位为股髌关节.

９２６１２　患病动物俯卧保定,患侧肢完全屈曲并贴近摄影床;患侧肢远端尽量向后牵拉.

９２６１３　患病动物躯干稍向对侧偏离远离投照区.

９２６１４　将髌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２６１５　中心线束经髌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２６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２６２１　显示整个髌骨、股骨髁及关节周围软组织的轴位影像,明确显示股髌关节间隙,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２６２２　髌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股骨内外髁呈对称显示,滑车沟和髌骨位于股骨内外髁正中.

９２６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２６３　注意事项

９２６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应镇静动物.

９２６３２　将对侧肢适当抬高可控制患侧肢膝关节的旋转程度.

９２７　胫腓骨侧位

９２７１１　操作方法

９２７１１　测量部位为膝关节.

９２７１２　患病动物侧卧保定,患侧肢贴近摄影床.

９２７１３　患侧肢膝关节自然微屈曲并保持端正的侧位.

９２７１４　对侧肢向后牵拉远离投照区.

９２７１５　将胫腓骨中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２７１６　中心线束经胫腓骨中部垂直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２７１６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２７２１　显示整个胫腓骨、膝关节和跗关节的侧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２７２２　胫腓骨中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股骨和胫骨内外髁重叠,胫骨粗隆和胫骨前缘呈侧位显示,腓
骨头上部与胫骨重叠,距骨内外滑车嵴重叠良好.

９２７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２７３　注意事项

９２７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宜镇静动物.

９２７３２　犬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撕裂病例进行胫骨平台水平矫形术时,术前拍摄胫腓骨侧位片,需同时保

持膝关节和跗关节屈曲呈９０°角.

９２７３３　犬膝关节前十字韧带断裂病例进行胫骨粗隆前移术时,术前拍摄胫腓骨侧位片,需同时保持膝

关节和跗关节屈曲呈１３５°角.

９２７３４　胫骨的偏转可通过在跖骨下垫透射线的楔形泡沫垫加以调整.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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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８　胫腓骨后前位

９２８１　操作方法

９２８１１　测量部位为膝关节.

９２８１２　患病动物俯卧保定,患侧肢向后拉伸并贴近摄影床.

９２８１３　对侧肢屈曲,将对侧肢垫高并远离投照区.

９２８１４　将胫腓骨中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２８１５　中心线束经胫腓骨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２８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２８２１　显示整个胫腓骨、膝关节和跗关节的后前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２８２２　胫腓骨中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股骨和胫骨内外髁呈对称显示,髌骨位于股骨内外髁中间,胫
骨髁间隆凸位于胫骨内外髁中间,胫骨和腓骨远端均有部分重叠.

９２８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２８３　注意事项

同９２７３.

９２９　跗关节侧位

９２９１　操作方法

９２９１１　测量部位为跗关节最厚处.

９２９１２　患病动物侧卧保定,患侧肢贴近摄影床.

９２９１３　患侧肢跗关节自然微屈曲.

９２９１４　对侧肢向后拉伸远离投照区.

９２９１５　将跗关节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２９１６　中心线束经跗关节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２９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２９２１　显示整个跗关节、胫腓骨远端和跖骨近端的侧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

层次.

９２９２２　跗关节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距骨内外侧滑车嵴重叠良好,腓骨外髁重叠于胫骨正中,第２跖骨

至第５跖骨重叠.

９２９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２９３　注意事项

９２９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宜镇静动物.

９２９３２　可在跟骨下垫透射线泡沫垫以确保胫骨与摄影床平行.

９３０　跗关节跖背位

９３０１　操作方法

９３０１１　测量部位为跗关节最厚处.

９３０１２　患病动物俯卧保定,患侧肢贴近摄影床.

９３０１３　患侧肢向后伸展至最大伸展状态.

９３０１４　对侧肢垫高并远离投照区.

９３０１５　将跗关节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３０１６　中心线束经跗关节中部垂直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３０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３０２１　显示整个跗关节、胫腓骨远端和跖骨近端的跖背位影像,清晰显示关节间隙,清晰可见骨皮质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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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３０２２　跗关节位于整个图像中心,关节面呈切线位,跟结节重叠于胫腓骨远端偏外侧,载距突重叠于

距骨中部,腓骨外髁与胫骨几乎不重叠.

９３０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３０３　注意事项

９３０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宜镇静动物.

９３０３２　在膝关节下垫透射线的泡沫垫可辅助跗关节成最大伸展状态并保持端正的跖背位.

９３０３３　评估骨软骨病相关的距骨滑车变化可采用跗关节屈曲跖背位(跗关节应力位).

９３１　跖 趾骨侧位

９３１１　操作方法

９３１１１　测量部位为跗关节远端.

９３１１２　患病动物侧卧保定,患侧肢贴近摄影床.

９３１１３　患侧肢关节自然微屈曲.

９３１１４　对侧肢向后拉伸远离投照区.

９３１１５　将跖骨中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３１１６　中心线束经跖骨中部垂直射入射像接收器.

９３１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３１２１　显示整个跗关节、跖骨和趾骨的侧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３１２２　趾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距骨内外侧滑车嵴重叠良好,第２至第５跖骨排列成直线且重叠.

９３１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３１３　注意事项

９３１３１　为准确的保定与摆位操作应镇静动物.

９３１３２　可在跟骨下垫透射线泡沫垫以保持端正的侧位.

９３１３３　因跖骨或趾骨相互重叠而评估受限时可拍摄斜位.

９３１３４　如有必要单独检查某一趾时,需将特定趾用胶带向前拉伸,其余趾向后拉伸以便分开.

９３２　跖 趾骨背跖位

９３２１　操作方法

９３２１１　测量部位为跗关节远端.

９３２１２　患病动物俯卧保定,患侧肢向前牵拉并轻微外展远离体壁.

９３２１３　患侧肢膝关节稍向外旋转.

９３２１４　将跖骨中部置于影像接收器中央.

９３２１５　中心线束经跖骨中部垂直射入影像接收器.

９３２２　图像显示要求

９３２２１　显示整个跗关节、跖骨和趾骨及爪垫的背跖位影像,清晰可见骨皮质和骨小梁,可见软组织层次.

９３２２２　跖骨位于整个图像中心,清晰可见跗跖关节和跖趾关节间隙.

９３２２３　影像密度和对比度良好,无运动伪影.

９３２３　注意事项

同９３１３.

５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