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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鑑於國內愈來愈重視放射診斷之品質保證作業，中華民國醫學物理學會

（以下簡稱學會）針對乳房攝影品質保證作業提供本會建議與協助，並於 2008 

年匯集相關文獻歸納成「傳統暨數位乳房攝影系統之物理測試彙整建議」工作

報告，此為台灣推動乳房攝影品質保證法規重要參考文件。隨著近年數位乳房

攝影儀普及率之快速提升，針對數位乳房攝影儀之品保作業，各廠牌所執行的

項目與程序不盡然相同，增加了各醫療院所執行品保作業之複雜度，有鑑於建

立具一致性之數位乳房攝影儀品保作業程序之重要性，學會於 2018 年發表「數

位乳房攝影系統之物理測試彙整建議」工作報告，提供各廠牌數位式乳房攝影

儀皆可適用之品保測試程序，然而當時考慮設備僅配備二維模式  (2-

dimensional mode, 2D mode, 以下簡稱 2D 模式)。 

隨著數位乳房斷層層析攝影系統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DBT) 

在臨床應用的增加，學會為因應此趨勢，參考重要國際文獻，如美國放射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ACR)出版之數位乳房斷層層析攝影品管手

冊之物理測試內容、歐盟之乳癌篩檢與診斷之乳房攝影品管指引第四版與數位

乳房斷層層析攝影品管手冊、英國之國家健康服務乳房篩檢計畫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Breast Screening Programme, NHSBSP) 之數位乳房斷層層析

攝影設備相關品保報告等內容，同時參酌我國國情後加以彙整與修訂，提出針

對我國數位乳房 X光攝影儀，包含斷層層析模式（以下簡稱 DBT 模式）品保作

業的彙整建議。 

本程序書所述之測試類別乃參考 ACR 數位乳房攝影及 ACR 數位乳房斷層層

析攝影品管手冊之內容，分為兩大部分：年度與非年度品保測試，其中非年度

則可分為每週／月／半年三種執行頻率或依據需求執行。此外，若醫療院所欲

完整執行年度品保作業時須針對非年度品保程序進行評估，相關評估方法列於

附錄 A 中。 

品保測試項目、測試頻率與測試模式列於下頁之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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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乳房攝影系統之物理測試總表 

 

測試攝影模式 

 
項目 

 
名稱 

 
頻率 

同時應用於 2D 模式

與 DBT 模式之攝影儀 

  僅應用於 DBT 模式

之攝影儀 

   2D 

模式 

DBT 模式外加設備 

下之 2D 模式 

DBT 

模式 

 DBT 模式 

 乳房攝影設備初始評估 故障排除 🗸    🗸 

項目一 乳房攝影單元組件檢查 每年 🗸 🗸 🗸  🗸 

項目二 準直儀狀況評估 每年 🗸 🗸 🗸  🗸 

項目三 影像品質評估 每年 🗸 🗸 🗸  🗸 & 2D 

項目四 系統空間解析度 每年 🗸 🗸 🗸  🗸 

項目五 訊號雜訊比 (SNR)  與 

對比雜訊比 (CNR)   

每年 🗸 🗸    

項目六 自動曝露控制功能 每年 🗸 🗸 🗸  🗸 

項目七 平均乳腺劑量 每年 🗸 🗸 🗸  🗸 

項目八 擷像工作站品管 每年 🗸    🗸 

項目九 放射科醫師閱片工作站品管 每年 🗸    🗸 

項目十 印片機品管 每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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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攝影模式 

 

項目 

 

名稱 

 

頻率 

同時應用於 2D 模式

與 DBT 模式之攝影儀 

 僅應用於 DBT 模式

之攝影儀 

   2D 

模式 

DBT 模式外加設備

下之 2D 模式 

DBT 

模式 

DBT 模式 

項目十一 電腦放射攝影 每年 🗸    

項目十二 數位乳房斷層層析 Z 方向解析度 每年   🗸 🗸 

項目十三 數位乳房斷層層析體積涵蓋範圍 每年   🗸 🗸 

項目 A-1 管電壓準確性及再現性 故障排除 🗸  🗸 🗸 

項目 A-2 射束品質的評估（半值層的測量） 故障排除 🗸   🗸 

 
 

註：上述項目於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執行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均應重新執行測試 

2D 模式：數位式乳房攝影儀擷取得到之影像為 2 維平面影像之操作模式 

DBT 模式：數位乳房斷層層析攝影之操作模式 
 

DBT 模式外加設備下之 2D 模式：少數數位式乳房攝影儀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裝設外加設備，於外加設備時亦可執行 2D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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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乳房攝影系統之非年度品保測試總表 

 

測試攝影模式 

 
項目 

 
名稱 

 
頻率 

同時應用於 2D 模式

與 DBT 模式之攝影儀 

  僅應用於 DBT 模

式之攝影儀 

   2D 

模式 

DBT 模式外加設

備下之 2D 模式 

DBT 

模式 

 DBT 模式 

項目一 假體影像品質 每週 🗸 🗸 🗸 
 

🗸 & 2D 

項目二 電腦放射攝影片匣除影 每週 🗸     

項目三 壓迫厚度顯示準確性 每月 🗸 🗸   🗸 

項目四 目視檢查 每月 🗸 🗸 🗸  🗸 

項目五 擷像工作站品管 每月 🗸    🗸 

項目六 放射科醫師閱片工作站品管 每月 🗸    🗸 

項目七 印片機品管 每月 🗸    🗸 

項目八 看片箱清潔 每月 🗸    🗸 

項目九 壓迫力測試 每半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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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物理測試 

乳房攝影設備初始評估 
 

(一) 目的： 
 

確認乳房攝影設備符合規範。 

註：此規範參考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 
 

 (二) 測試頻率： 

新裝設之乳房攝影設備、相關維修後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因數位乳房攝影系統之高壓產生器已非常穩定，故於傳統乳房攝影系統列

為年度測試之管電壓峰值準確性與再現性及射束品質評估已由常規年度測試項

目中移除，僅於新裝設之乳房攝影、相關維修後、更換相關零件後或用於故障

排除時方執行測試，詳細之測試內容請參見相關項目之內容說明。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照度計 
 

2. 4 cm  的壓克力 
 

3. 精確度至 1 mm 之直尺 
 

4. 附表 1-00 

 

 
 

(四) 測試步驟： 
 

依附表 1-00  評估乳房攝影設備是否符合下列規範： 
 

1. X 光管與影像接收裝置支撐物組件在其規格可動之範圍內，可以固定位置而

不任意移動，且此功能不因電力中斷而失效。 

2. 於放大攝影程序中，鉛柵可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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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確認通過準直儀的光照度，在射源至影像接收裝置之最大距離處，平均光照

度應不小於 160 lux。測試時，將射源與影像接收裝置之間設定最大距離

（若大於 100 cm 則使用 100 cm），將照度計平放於乳房支撐物表面測量。

本測試不適用於無光照野之數位乳房攝影系統。 

4. 除了專門執行侵入性檢查之乳房攝影系統，其他乳房攝影系統應備有放大攝

影功能供操作者使用。 

5. 乳房攝影系統之放大攝影模式應至少備有一個放大倍率，且該倍率應介於 

1.4 至 2.0 間。 
 

6. 若系統提供不只一個焦斑大小供臨床選擇，則於執行曝露前即應顯示所預選

焦斑大小。 

7. 若系統提供不只一個靶極供臨床選擇，則於執行曝露前即應顯示所預選靶極。 
 

8. 若系統是經由曝露或曝露前之測試曝露來決定焦斑大小與／或靶極，則系統

應於曝露後顯示其實際所使用的焦斑大小與／或靶極。 

9. 所有的乳房攝影系統皆應備有壓迫裝置，且符合下列要求： 
 

(1) 應備有腳踏板，可於病人二側執行電動驅動之初始壓迫。 
 

(2) 於病人二側皆應備有可細微調節壓迫之控制裝置。 
 

(3) 為符合系統所提供之所有尺寸全照野影像接收裝置之大小，系統應備有

不同大小的壓迫板。亦可另備有其他因應臨床需求而使用之小於全照野

影像接收裝置大小的壓迫板（如點壓迫板）。 

(4) 確認壓迫板平行於乳房支撐平台表面，且任兩處間之厚度差異小於 1 

cm。若該壓迫板的設計為非平行於乳房支撐平台，則應符合原製造商之

設計規格與維護需求。 

(5) 壓迫板之胸壁側邊緣理應呈垂直 90 度向上且平行於影像接收裝置的胸壁

側邊緣。若壓迫板胸壁側之設計是為使病人較為舒適，而呈現彎曲向上， 

則應注意壓迫板胸壁側不應於影像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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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技術參數之選擇與顯示應符合下列原則： 
 

(1) 應可手動選取管電流時間乘積 (mAs)，或可選擇管電流 (mA) 與／或曝

露時間。 

 

(2) 若使用手動曝露控制模式，曝露所使用之技術參數，包含管電壓峰值

(kVp) 及管電流時間乘積 (mAs) 或管電流與曝露時間，應於曝露前顯示

數值。若使用自動曝露控制模式，則應於曝露後顯示曝露所用之實際數

值， 包括管電壓峰值及管電流時間乘積（或管電流與曝露時間）。 

11. 管電壓峰值準確性與再現性應符合下列規範： 
 

(1) 平均管電壓峰值與顯示管電壓峰值之差異不超過 ± 5 %。 
 

(2) 管電壓峰值再現性的變異係數必須等於或小於 0.02。 
 

12. 在乳房攝影之管電壓峰值範圍內（低於 50 kVp），於有壓迫板的情況下測

得之半值層 (half-value layer, HVL) 應符合下列規範： 

 

 (公式 0-1) 

 

13. 對於看片箱之遮罩裝置，醫療機構應確保所有需判讀影像之醫師皆能調整遮

罩裝置，將看片箱亮光範圍限制在小於或等於底片中受曝露之範圍。 

 

 
註 1：第 4 項為保留美國乳房攝影品質標準法案中乳房攝影設備核對清單之需

求內容。因應國情不同，若該乳房攝影設備僅執行初步乳癌篩檢，對於

需進一步檢查之病人會再轉介使用其他設備進行診斷，故未配有放大攝

影功能，則應備註說明。 

註 2：針對上述第 13 項，若醫院已不使用印片機出片的方式進行影像判讀、

不使用出片之影像進行影像比較或新裝設之乳房攝影儀所搭配之看片裝

置已執行評估，且評估後未曾改變其狀態，則第 13 項可不執行，於表

格可直接填寫「不適用」或「 NA 」。 

註 3：第 11 及 12 項之測試步驟及細節說明請分別參照第壹章測試項目 A-1

及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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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所有之評估應符合上述規範，若有任何不符合處，應予以修正後才能將該

乳房攝影系統交付臨床使用。若無法修正時，應向原製造商確認系統限制後註

記於測試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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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乳房攝影單元組件檢查 

 

(一) 目的： 
 

確認所有的卡榫、制動裝置、角度指示裝置及 X 光管與影像接收裝置支撐

物組件之機械支援裝置為正確運作。 

 

 
(二) 測試頻率： 

 

每年、新裝設之乳房攝影設備、相關維修後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厚度約為 2  至 6 cm 之均質假體，如壓克力或 BR-12。 
 

2. 體重計 
 

3. 附表 1-01 

 

 
 

(四) 測試步驟（＊表示該項目為重要評估項目）： 
 

依下列項目進行檢查，並將結果記錄於附表 1-01 中： 
 

1. 確認整個乳房攝影系統在機械上為穩定的。(＊) 

 

2. 確認所有可動的部份平穩動作，沒有過度的磨擦，有緩衝器限制其可動的

範圍，且在整個動作範圍中沒有任何的阻礙。 

3. 對所有的卡榫及制動裝置分別進行測試，確保到位後不再移動。(＊) 

 

4. 確認偵檢器或影像接收裝置支撐物組件在正常操作下不會搖晃或震動。(＊) 

 

5. 針對電腦放射攝影設備 (Computed Radiography, CR)，確認 CR 片匣可被

平滑地置入支撐物組件內的適當位置，且該支撐物組件在任何方向都能安

全穩固地托住 CR 片匣。(＊) 

6. 確認在正常操作下病人及操作者皆不會接觸到鋒利或粗糙的邊緣，或受到

其它危害（包括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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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確認所有的壓迫板皆完整而堅固，無裂痕或尖銳的邊緣。(＊) 

 

8. 確認乳房攝影區內乾淨且無明顯的灰塵或碎片而可能造成影像假影。 
 

9. 確認曝露時操作者有適當的輻射屏蔽保護。(＊) 

 

10. 確認所有指示燈皆功能正常。 
 

11. 確認自動解除壓迫的功能可以關閉以維持壓迫，且其狀態須連續顯示。(＊) 

 

12. 確認當電源切斷或自動解除壓迫功能失效時，壓迫可手動方式解除。測試

時， 可在假體被壓迫狀態下將電源關閉，再使用手動控制解除壓迫。(＊) 

13. 確認曝露警示聲響之音量適當。 
 

14. 確認 DBT 組件的移動範圍是按其所設計的方式。(＊) 

 

15. 確認已張貼目前使用的技術參數表並與乳房攝影放射師確認所列內容。 
 

16. 確認設備上顯示之壓迫乳房厚度的準確性在 ± 0.5 cm 內且再現性在 ± 0.2 

cm 內。使用點壓迫板或最小尺寸的非彈性壓迫板進行測試，測試厚度範圍

涵蓋 2 至 6 cm，壓迫力約 10 至 15 磅（4.4 至 6.7 daN 或 4.5 至 6.8 

kgw），所用的均質假體尺寸應能模擬典型乳房的大小並置於胸壁側。 

17. 使用體重計測量壓迫板之壓迫力，確認手動微調及電動驅動之壓迫力可達

25 磅（11.1 daN 或 11.4 kgw），電動驅動之初始壓迫最大壓迫力須介於 

25 至 45 磅（11.1 至 20.0 daN 或 11.4 至 20.4 kgw）之間，且在曝露

完成前須可持續壓迫力至少 25 磅（11.1 daN 或 11.4 kgw）。(＊) 

18.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在外加設備時，重複上述步驟

中之相關檢查。 

19. 可自行增加其他針對本設備所應執行的特殊評估項目。 

 

 
(五)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具傷害性、無法使用或無法適當操作的項目應請適當的維修人員修復。 
 

2. 標示＊的重要評估項目若不合格，須於再次執行臨床檢查前修正；若為其

他次要重要的評估項目，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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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準直儀狀況評估 

 

(一) 目的： 
 

確保輻射照野與光照野一致、輻射照野與影像接收裝置一致，同時確保壓

迫板於胸壁側邊緣與影像接收裝置於胸壁側邊緣排列一致。 

 

 
(二) 測試頻率： 

 

每年、相關維修後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可以顯現出輻射照野的設備：例如可依測試方式選擇下列設備之一 
 

(1) 底片／增感屏組合片匣 
 

(2) 裝載 CR 影像板之片匣（如一般診斷 X 光用或乳房攝影專用） 
 

(3) 自顯像底片（如一般診斷 X 光用或乳房攝影專用 Gafchromic 底片） 
 

(4) 可顯示輻射照野之電子尺 (electronic radiation “ruler”) 

 

2. 鉛尺、硬幣或可在 X 光影像中顯示位置的工具。 
 

3. 依需求搭配平坦且可供 X 光穿透之衰減物。 
 

4. 附表 1-02 

 

 
 

註：測試設備之選用應進行評估，使用不同之測試設備可能須搭配不同之測試

方式與技術條件，針對特殊機型之數位乳房攝影儀，亦可能須進一步調整

測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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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測試步驟： 
 

無論設備是否具備 DBT 模式，本測試皆須在 2D 模式下執行，以下僅列出

一般性之測試方式供參考，依據使用之測試設備不同，可能須調整測試架構。 

1. 暫時移除壓迫板。 
 

2. 調整準直儀至最大照野。 
 

3. 若數位乳房攝影設備為 CR 設備，則將適當尺寸的影像板片匣置入影像接收

裝置支撐物。 

4. 將可以顯現出輻射照野的設備置於乳房支撐平台上方，並確認該設備超過

四側之輻射照野邊緣，即照野邊緣應顯示於該設備上。 

5. 開啟照野指示燈光，將 4 個相同大小之硬幣放在光照野內，使每一個硬幣

的邊緣與光照野之一邊切齊。 

6. 將較大之硬幣（如十元硬幣）用膠帶貼在壓迫板下，確定硬幣的邊緣與胸

壁側的壓迫板內緣切齊，且確認此硬幣不會與其下方標示光照野之硬幣位

置重疊。 

7. 將最大照野所使用的壓迫板放回原處，並將其調整至乳房支撐平台以上   4 

至 6 cm 處。 
 

8. 使用適當的手動條件進行曝露，使得可顯現出輻射照野的設備與影像接收

裝置皆可獲得有用之影像資訊。 

註：若因顯示輻射照野範圍之設備對輻射較不敏感，而須使用較大的曝露， 

則要特別注意對影像接收裝置之保護，此時可放置一適當衰減物於顯示

輻射照野範圍設備與影像接收裝置之間（例如使用自顯影底片時，可搭

配使用約 3 mm 的鋁板），或考慮將光照野與輻射照野一致性及輻射照

野與影像接收裝置一致性分開執行。 

9. 重複上述步驟於所有臨床會使用的靶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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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若有其他較小的全照野範圍，重複步驟 1 至 9，但將步驟 2 改為使用較小

的全照野範圍，步驟 7 改為使用該照野大小所對應使用的壓迫板。若此較

小的照野範圍依臨床應用會往乳房左側或右側移動，則三個照野位置（左

側、中央及右側）皆須進行測試。 

註：在壓迫板胸壁側與影像接收裝置胸壁側一致性測試中，須至少測試最

大照野及步驟 10 之較小全照野於臨床上常用之壓迫板。 

11. 若為 DBT 系統，請以 2D 模式重複上述步驟 1 至 10 進行測試。 

12.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重複上述步驟 1 至 10，取得

外加設備時曝露所得之 2D 模式影像。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1. 由顯現輻射照野的設備影像中，比較輻射照野（影像中的曝露區域）與光

照野（由 4 個硬幣的外緣定義）的四邊，測量並計算每邊的差異。將左右

側差異的絕對值相加，再將前側、胸壁側差異的絕對值相加。將該兩個加

總分別除以射源至影像接收裝置距離 (source-to-image distance, SID) 

並乘以 100， 記錄為 % SID。 

2. 比較顯現輻射照野的設備影像及影像接收裝置影像，在四個邊分別分析輻

射照野與影像接收裝置（螢幕中呈現的影像範圍）的差異。分析時可參考

影像中硬幣的位置，測量時注意並考慮二種影像放大率造成的些微差異。

若輻射照野超過影像接收裝置邊緣，則其差異為「＋」值，反之則為

「－」值，計算每邊的差異至 % SID，維持其＋或－號。 

3. 測量螢幕中呈現的影像之壓迫板邊緣（如由十元硬幣的外緣定義）與影像接

收裝置（螢幕中呈現的影像邊緣）在胸壁側的差異。可由十元硬幣於螢幕所

呈現影像之距離大小進行評估，若硬幣不完整呈現於影像中，其差異為

「＋」值，反之，若硬幣完整呈現於影像中，則為「－」值。計算差異至 % 

SID， 維持其＋或－號。 

4.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重複步驟 1 至 3，評估外加設

備下 2D 模式的輻射照野與光照野差異、輻射照野與影像接收裝置差異與影

像之壓迫板邊緣與影像接收裝置在胸壁側的差異。 

5. 相關數據記錄於附表 1-0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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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須測試攝影模式如下表所示 
 

    測試攝影模式   

 

項目 
 

2D 模式 
 DBT 模式外加設

備下之 2D 模式 

  

DBT 模式 

一般模式 放大模式  一般模式  一般模式 

準直儀狀況評估 🗸   🗸  

🗸(*) 

(*) 以 2D 模式測試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光照野與輻射照野左右的差異加總及前側、胸壁側的差異加總在 2 % SID 

內。 
 

2. 輻射照野於四個邊皆不應超過影像接收裝置 ＋ 2 % SID 以上，其中輻射

照野於胸壁側應超過影像接收裝置邊緣。在理想的情況中，整個影像接收

裝置範圍皆應被曝露，然而對於左或右側邊緣，若輻射照野落於影像接收

裝置內，則左右側之容許差異為 － 2 % SID；針對影像經印片機出片時， 

前側之容許差異另外放寬為 － 4 %。 

3. 壓迫板邊緣於胸壁側應正好超出影像接收裝置邊緣，因此在螢幕所呈現影

像中不應看到壓迫板邊緣，且其超過範圍應在 1 % SID  之內。 

4. 若於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時發現測試結果與上

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執行臨床檢查前修正。 

5. 若於年度測試或故障排除時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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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影像品質評估 

 

(一) 目的： 
 

評估乳房攝影影像之品質及其隨時間之改變程度，並確認該假影不至於對

臨床影像產生明顯之影響。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每年、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三) 測試所需設備：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 

1. 美國放射學院認證之數位乳房攝影假體（以下簡稱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

假體）： 

相當於 4.2 cm 厚的壓迫乳房組織，含 50 % 脂肪、50 % 乳腺成份，如

Gammex 公司的型號 145 乳房攝影假體、Computerized Imaging Reference 

Systems (CIRS) 公司的型號 086 乳房攝影假體等。假體內含模擬纖維構造、

鈣化點群及腫塊物之物質，規格如表 1-3-1 。若有多個假體，請使用同一個假

體來進行每次的評估追蹤。 

2. 附表 1-03-A 

 

 

假影評估 
 

1.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或可模擬標準乳房衰減之均質假體，如 4 cm 的

壓克力、BR-12 或原製造商提供之均質假體，其大小可覆蓋影像接收裝置

範圍。 

2. 附表 1-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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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可見模擬物規格 

 

 纖維（直徑） 鈣化點群（直徑） 腫塊物（厚度） 

1 0.89 mm 0.33 mm 1.00 mm 

2 0.75 mm 0.28 mm 0.75 mm 

3 0.61 mm 0.23 mm 0.50 mm 

4 0.54 mm 0.20 mm 0.38 mm 

5 0.40 mm 0.17 mm 0.25 mm 

6 0.30 mm 0.14 mm 0.20 mm 

 
 

(四) 測試步驟：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 

1. 選擇最大尺寸之影像照野及搭配該影像照野所用之壓迫板，並確認該壓迫

板為臨床最常使用（例如：彈性或固定）。 

2. 若使用 CR 系統，請注意影像板使用前必須先全面除影，並將裝載影像板之

片匣置於片匣支撐物中。 

3. 放置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於影像接收裝置支撐物上，粉紅色蠟片朝

向 X 光管，且置放於左右置中、邊緣對齊影像接收裝置胸壁側之位置，降

下壓迫板予以壓迫約  12  磅（5 daN  或  5 kgw）。注意於每次執行本測

試時，皆須使用相同之壓迫力。測試架設如下圖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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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1：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架設示意圖 
 

4. 確認下列設定與先前之設置一致：自動曝露控制模式、壓迫板與影像接收

裝置大小、壓迫板種類（彈性或固定）、壓迫力、自動曝露控制偵測器位

置（若可調整）、靶極／濾片（若為手動設定）、管電壓峰值（若為手動

設定）及曝露控制階層設定（若可調整）。 

5. 使用臨床上針對標準乳房所會選用的攝影模式予以曝露，記錄曝露所使用

之條件（靶極／濾片、管電壓峰值、管電流時間乘積等）及顯示平均乳腺

劑量（若可顯示）於附表 1-03-A。 

 
 

6. 若使用 CR  系統，讀取影像處理參數請依照原製造商建議設定。 
 

7. 若為 DBT 系統，請另行選擇 DBT 模式或複合模式予以曝露。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測試架設如下圖 1-3-2。 
 

8.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重複上述步驟 1 至 5，取得外

加設備時曝露所得之 2D 模式影像。 

 

 

 

 

 

 

 

 

 

 

 

 

 
 

圖 1-3-2：DBT 系統下，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架設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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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影評估 

 

假影評估可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或均質假體進行測試，以下為

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的程序： 

9. 重複上述步驟 1 至 6，手動設定其他臨床可能使用之靶極／濾片組合，並

針對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選擇適當之管電壓峰值及管電流時間乘積

設定，進行曝露。 

10. 更改為臨床最常使用之放大模式設定，重複步驟 1 至 6 與步驟 9，但於原

步驟 3 中將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改置於放大架平台上，並轉 90 度

（圖 1-3-3），使照野範圍內呈現均勻假體之影像。 

11. 若為 CR 系統，應在其他尺寸的影像接收裝置上重複此項測試，並搭配使用

適當尺寸的壓迫板與影像接收裝置支撐物。 

12. 若為 DBT 系統，重複上述步驟 1 至 5 與步驟 9，選擇 DBT 模式或複合模

式並使用臨床上針對標準乳房所會選用的攝影參數予以曝露。 

13.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重複上述步驟 1 至 5 與步驟 

9，取得外加設備時曝露所得之 2D 模式影像。 

 

 

 

 

 

 

 

 

 

 

 
 

 

圖 1-3-3：將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 

影假體改置於放大架平台上，並轉 

9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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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均質假體進行評估，此時應將均質假體置於乳房支撐平台上以覆蓋

整個影像接收裝置，或將假體直接架設於準直儀視窗的下方，並以適當手動條

件進行曝露。注意測試時須放置壓迫板，若均質假體置於乳房支撐平台上，則

降下壓迫板壓迫假體；若將假體直接架設於準直儀視窗的下方，則將壓迫板高

度設置於乳房支撐平台上方標準乳房之高度（如約 4 cm）。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於進行影像評估前，儘可能將擷像工作站所在檢查室之照度調整至與醫師

閱片室照度相似。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 

 

1. 使用擷像工作站之螢幕判讀已經後處理之假體影像。 
 

註：若擷像工作站無法檢視 DBT 模式之假體影像，則可改用閱片工作站以

評估 DBT 模式之假體影像。 

2. 將窗寬、窗高調整至所有模擬物皆清晰適合判讀，亦可使用放大功能來協

助判讀。記錄窗寬、窗高數值，於假影評估使用。 

3. 若為 DBT 模式，請滾動到模擬物最清楚可見的切面進行評分。 
 

4.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判讀原則如下： 
 

(1) 由較大之模擬物開始計分，符合下列標準則評為 1 分： 
 

a. 纖維：整條纖維完整 (≥ 8 mm) 且位置正確。若於整條纖維內只有

一小段斷裂，且斷裂之長度小於該纖維之寬度，則在整條纖維之長

度可見的情況下，仍可視為可見一條纖維。 

b. 鈣化點群：可見 4～6 個鈣化點，且位置正確。 
 

c. 腫塊物：可明顯看出其圓形邊緣（≥ 3/4 圓周為連續，且整體呈現

圓形），且位置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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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符合下列標準則評為 0.5 分： 
 

a. 纖維：至少半條纖維（5 mm ≤ 可見長度 ＜ 8 mm）且位置正確。

若於纖維內只有一小段斷裂，且斷裂之長度小於該纖維之寬度，則

在纖維之長度可見至少 5 mm 但小於 8 mm 的情況下，仍可視為可

見半條纖維。 

b. 鈣化點群：可見 2～3 個鈣化點，且位置正確。 
 

c. 腫塊物：可看出腫塊物之存在，且位置正確，但其圓形邊緣不連

續或無法明確視其為圓形（1/2 ≤ 可見圓周 < 3/4）。 

(3) 若未達 0.5 分之標準，則計為 0 分。 
 

(4) 不考量存在類似模擬物之假影而扣除分數。 

 

 
由較大之模擬物開始計分，直到模擬物之判分未達 0.5 分為止，將各

項模擬物之分數分別加總，記錄於附表 1-03-A 上。 

 

 

假影評估 
 

1. 若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請使用與假體影像品質評估相同之窗

寬、窗高設定，不用特意更改窗寬凸顯假影，逐一檢視所得假體影像。 

2. 若為 DBT 模式影像，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則請滾動切面到模擬

物最清楚可見以進行評估 ; 若使用均勻假體，則使用所涵蓋體積範圍之中

央切面影像進行評估。 

3. 仔細評估影像中是否有大範圍假影，如：不均勻、斑塊狀或條紋狀等，或

細微假影，如：黑或白點（群）、線條或灰塵等，必要時亦可使用放大功

能來協助評估。 

4. 優先排除假體所造成之假影來源，如果有固定在同一方向的假影或非均勻性

出現在影像接收裝置，並且可能會遮蔽或誤判為乳房組織或乳房病理構造， 

應確認假影或非均勻性是起因於乳房攝影儀之 X 光輸出端、影像接收裝置

或工作站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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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懷疑假影可能因影像處理所造成或因影像處理而過於明顯，則改使用未

經後處理之假體影像進行評估。 

6. 完成假影排除措施後，應重新執行假影評估測試。 
 

7. 記錄假影評估之結果於附表 1-03-B，若有假影存在，亦須記錄假影呈現之

形式。 

 

 
距離測量 

 

1. 以原製造商軟體所提供之距離測量工具，在假體影像品質測試步驟 5 所得

影像之假體蠟片上，測量平行陰極－陽極方向之距離（圖  1-3-4）。 

注意：應確認擷像工作站對長度測量的定義，必要時應校正所測得之距離。 
 

2. 若為 DBT 模式影像，請滾動切面到模擬物最清楚可見以進行測量。 
 

3. 記錄所測得之距離於附表 1-03-A 中。 

 

 

 

 

 

 

 

 
 

 

圖  1-3-4：影像品質測試假體之距離測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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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須測試攝影模式如下表所示 
 

    測試攝影模式   

 

項目 
 

2D 模式 
 DBT 模式外加設

備下之 2D  模

式 

  

DBT 模式 

 一般模式 放大模式  一般模式  一般模式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 🗸   
🗸  

🗸 

假影評估(*) 🗸 🗸 
 

🗸 
 

🗸 

距離測量 🗸 
  

🗸 
 

🗸 

(*) 須另針對臨床其他可能使用之靶極／濾片組合進行分析。 

 

 
(六) 效能判定與修正措施：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 

1. 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之評估結果須至少可見纖維 2 分、鈣化

點群 3 分及腫塊物 2 分。 

注意： 
 

(1) 若發現此次測試和前次測試間所觀察之可見模擬物分數有明顯之改變， 

應與前次測試影像直接進行比較，以確定影像品質是否確實明顯改變。 

(2) 測試結果可和每週所做之假體影像品質測試結果比較，同時比較判分標

準是否一致，並討論之。 

2.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執行

臨床檢查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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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影評估 

 

1. 不可有干擾臨床診斷的假影或非均勻性存在。若假影位置會影響臨床影像， 

且符合下列呈現形式之一，則本測試結果判定為不合格： 

(1) 假影與假體可見模擬物相同明顯或更明顯，或 
 

(2) 假影遮擋到假體可見模擬物，或 
 

(3) 假影可能影響臨床影像診斷判讀。 
 

2. 如果假影或非均勻性始終存在，並且可能干擾臨床影像診斷，查明後發現

假影之來源為乳房攝影儀之 X 光輸出端或影像接收裝置，則於再次執行臨

床檢查前修正。 

 

 
距離測量 

 

影像中假體蠟片在平行陰極－陽極方向之距離須介於 70.0 mm ± 14.0 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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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統空間解析度 

 

(一) 目的： 
 

評估數位乳房攝影系統整體的極限空間解析度。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每年、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解析度測試物：可測試之解析度至少達 10 lp/mm。若依循原製造商之測試

流程，則採用原製造商所建議之解析度測試物規格。 

2.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或可模擬標準乳房衰減之均質假體，如： 4 cm 

的壓克力、BR-12。 
 

3. 附表 1-04 

 

 
 

(四) 測試步驟： 
 

可依循原製造商之測試流程或使用下列步驟： 
 

1. 安裝臨床常用之壓迫板。 
 

2. 若使用 CR 系統，請注意影像板使用前必須先全面除影，並將裝載影像板之

片匣置於片匣支撐物中。 

3. 將均質假體置於乳房支撐平台上以覆蓋整個影像接收裝置，若使用 ACR 認

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擺放方式為依假體影像品質評估之擺放位置旋轉 

180 度，即含有模擬物之粉紅色蠟塊遠離胸壁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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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解析度測試物放置於均質假體或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上，與影像

接收裝置胸壁側距離 1 cm 且左右置中，測試物線對須與陰極－陽極軸成

45 度。（圖 1-4-1） 

 

 

 

 

 

 

 

 

 

圖 1-4-1：解析度測試物擺放示意圖 

 

 
 

5. 降下壓迫板輕壓到解析度測試物。 
 

6. 曝露時使用手動設定與第壹章測試項目三假體影像品質評估相同的靶極／ 

濾片、管電壓峰值及管電流時間乘積，焦斑選擇與曝露標準乳房時相同。

記錄曝露所使用之條件（靶極／濾片、管電壓峰值、管電流時間乘積等）

於附表 1-04。 

7. 重複本測試，但將步驟 6 改使用其他臨床可能會使用到之靶極材料。 
 

8. 對於小焦斑的測試應測試臨床上最常使用之放大倍率，安裝適當放大架並

選擇相對應之壓迫板，重複步驟 3 至 7，但於步驟 3 中將假體放置於放大

架平台上。手動設定曝露條件，使用第壹章測試項目三中臨床上針對標準

乳房放大攝影模式之技術參數進行曝露，測試應包含臨床所有能使用到之

靶極材料。 

9. 使用 DBT 模式，重複步驟 3 至 7。 
 

10.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重複上述步驟 3 至 7，取得外

加設備時曝露所得之 2D 模式影像。 

11. CR 系統之讀取影像處理參數另依照製造商建議設定。



26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1. 進行分析時，選用 2D 模式之未經後處理影像，DBT 模式則滾動切面到測試

物線對最清楚可見：可使用放大、縮小功能，調整適當窗寬、窗高並以全

解析度顯示解析度圖樣。 

2. 由最低空間解析度的線條看起，若可明確區分線條長度的一半以上，則該

空間解析度視為是可被解析的。若線條變為完全模糊，但在較高空間解析

度又可被解析或黑白條紋對調，則該空間解析度應視為不可解析的。以此

判定標準來記錄可被解析的最高空間解析度。 

3.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重複步驟 1 至 2 評估外加設

備下的 2D 模式影像解析度。 

 

 
註：須測試攝影模式如下表所示 

 

   測試 攝影模式   

 

項目 
 

2D 模式 
 DBT 模式外加設

備下之 2D 模式 

  

DBT 模式 

一般模式 放大模式  一般模式  一般模式 

系統空間解析度評估 
(*) 

 

🗸 

 

🗸 
  

🗸 
  

🗸 

(*) 須另針對臨床其他可能使用之靶極／濾片組合進行分析。 

 

 
(六) 效能判定與修正措施： 

 

1. 若依循原製造商之測試流程，則應符合原製造商的標準。 
 

2. 若依本項目之測試流程，將解析度測試物擺放於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

體或可模擬標準乳房衰減之均質假體上方，且測試物線對與陰極－陽極軸

成 45 度，則系統極限空間解析度於 2D 模式之一般模式下須大於或等於 

4 lp/mm，放大模式須大於或等於 6 lp/mm。DBT 模式下，系統極限空間解

析度須大於或等於 2 lp/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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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估系統極限空間解析度隨時間之變化時，將測得的解析度與裝設新乳房攝

影設備、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之解析度基準值相比較，此時所測得之

極限空間解析度不可降低超過 25 %。 

4.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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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訊號雜訊比 (SNR) 與對比雜訊比 (CNR) 評估 

 

(一) 目的： 
 

藉由評估影像接收裝置的訊號雜訊比 (SNR) 及對比雜訊比 (CNR)，確保數

位影像接收裝置的一致性。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每年、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臨床常用壓迫板，例如：18 × 24 cm 壓迫板或 24 × 30 cm 壓迫板。 
 

2.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或可模擬標準乳房衰減之均質假體，如 4 cm 的

壓克力、BR-12。 

3. 對比物：若於設備 2 中使用均質假體，則應另外加對比物，例如：厚度 

4.0 mm、直徑 1.0 cm 的壓克力圓盤或 0.2 mm 鋁片。若使用 ACR 認證數

位乳房攝影假體，則其本身已內含對比物為直徑 2 cm 的空腔，此時無須另

外加對比物。 

4. 附表 1-05 

 

 
 

(四) 測試步驟： 
 

1. 放置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於乳房支撐平台上，左右置中並使假體的

胸壁側切齊影像接收裝置胸壁側，降下壓迫板予以壓迫約 12 磅（5 daN 或

5 kgw）。若採用均質假體進行本測試，則另將對比物放置於假體與壓迫板

之上方適當位置。 

2. 使用臨床上所選用之自動曝露控制模式進行曝露，若臨床使用手動模式，則

選擇針對與標準乳房假體有相似衰減特性之乳房所會選用的曝露條件進行曝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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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重複上述步驟 1 至 2，取得外

加設備時曝露所得之 2D 模式影像。 

備註：若欲更進一步以 SNR 及雜訊評估偵檢器的表現（例如評估偵檢器的更換

時機），可另行參考 NHSBSP 報告。此時應注意須在不考量鉛柵衰減

下， 評估偵檢器的表面入射空氣克馬；且針對 CR 系統，須考量入射空

氣克馬與影像像素值間的非線性，而轉換為線性化像素值及雜訊，並計

算線性化 SNR (linearized SNR)。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本項評估須使用未經後處理之影像進行下列分析，以下為使用影像品質測

試假體的分析方式： 

 

 

 

 

 

 

 

 

 

 

 

 
 

 

圖 1-5-1：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測量 SNR  與 CNR 時之 ROI 放置位置示意 

 

 
 

1. 畫一個涵蓋對比物大小 80 % 的感興趣區域 (ROI) 於對比物內，記錄平均

像素值 (PVobj)，另外畫一個相同大小的 ROI 於對比物旁，記錄平均像素值

(PVBG)及標準差 (SDBG)。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時，以空腔為對比

物。圖 1-5-1 為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時之 ROI 放置位置示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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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算 SNR 與 CNR，並記錄於附表 1-05 中。 
 

(1) SNR 計算公式如下：為確認該設備的平均像素值是否修正直流偏差訊號

(DC offset)，請與原製造商確認 DC offset 數值。若該設備無須考量 

DC offset 數值，則於公式中直接忽略此數值。 

 

 

 

（公式 5-1）

 

(2) CNR 計算公式如下： 

 

（公式 5-2）

 

 

註：須測試攝影模式如下表所示 
 

    測試攝影模式   

 

項目 
 

2D 模式 
 DBT 模式外加設

備下之 2D  模

式 

  

DBT 模式 

 一般模式 放大模式  一般模式  一般模式 

SNR 與 CNR 評估 🗸   🗸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以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或可模擬標準乳房衰減之均質假體（如 4 

cm 的壓克力）進行測試，SNR  必須大於或等於 40。 

2. 本次測得 CNR  與前次測得 CNR 及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相關維修或更換

相關零件後所建立的 CNR  基準值相較，降低皆不得超過 15 %。 

3. 若採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進行本測試，則 CNR 必須大於或等於 

2。 

4.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執行

臨床檢查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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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動曝露控制功能 

 

(一) 目的： 
 

評估自動曝露控制系統之功能，包含自動曝露控制的再現性、確認自動曝

露控制在乳房厚度改變時，仍能使影像接收裝置所受之曝露保持一致、確認自

動曝露控制的曝露控制功能，並評估自動曝露控制於臨床攝影模式改變時之穩

定性。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每年、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臨床常用壓迫板，例如：18 × 24 cm 壓迫板或 24 × 30 cm 壓迫板。 
 

2. 自動曝露控制再現性： 
 

可模擬標準乳房衰減之均質假體：如 4 cm 的壓克力、BR-12。 
 

3. 改變不同厚度： 
 

2、4 及 6 cm 厚均質假體，如壓克力或 BR-12 假體。假體的面積大小須

模擬壓迫標準乳房後所能涵蓋的範圍，且可包含自動曝露控制偵測範圍。 

4. 曝露控制功能及臨床模式改變： 
 

可模擬標準乳房衰減之均質假體：如 4 cm 的壓克力、BR-12 。 

5. 附表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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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測試步驟： 

自動曝露控制再現性 
 

1. 放置 4 cm 壓克力或 BR-12 均質假體於乳房支撐平台上，左右置中並使假

體的胸壁側切齊影像接收裝置的胸壁側，並應確認假體的位置可完全覆蓋

自動曝露控制偵測器。 

2. 使用臨床於一般模式下最常使用之壓迫板，降下壓迫板至顯示壓迫厚度為 

4 cm 或使用壓迫力為 12 磅（5 daN 或 5 kgw）。 
 

3. 使用臨床上所選用之自動曝露控制模式及焦斑大小進行曝露。若臨床上經

常使用固定管電壓峰值之自動曝露控制模式，則要選擇適當的管電壓峰

值、靶極與濾片材料。 

4. 若曝露控制階層可設定，則將曝露控制階層設定設於 0。 
 

5. 若可選擇自動曝露控制偵測器位置，則將偵測器位置設置於假體中央。 
 

6. 記錄曝露所使用之自動曝露控制設定（自動曝露控制模式名稱、曝露控制

階層設定及自動曝露控制偵測器位置）、曝露條件（靶極／濾片、管電壓

峰值、管電流時間乘積等）與顯示平均乳腺劑量（若設備可顯示）於附表 

1-06。 

7. 重複步驟 3 至 6，共完成四次曝露。 

 

 
改變曝露控制階層設定 

 

8. 若曝露控制階層設定可改變，則重複步驟 3 至 6，但將步驟 4 中，分別使

用臨床上使用自動曝露控制時，會用到之所有曝露控制階層設定值進行曝

露。 

 

 
改變假體厚度 

 

9. 改放置 2 cm 厚度之假體於乳房支撐平台上，左右置中並使假體的胸壁側切

齊影像接收裝置的胸壁側，並應確認假體的位置可完全覆蓋自動曝露控制

偵測器。 

10. 使用臨床於一般模式下最常使用之壓迫板，降下壓迫板至顯示壓迫厚度為

假體實際厚度或使用壓迫力為 12  磅（5 daN 或 5 k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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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複步驟 3 至 6 進行曝露並記錄於附表 1-06。 
 

12. 將步驟 9  中假體厚度改為 6 cm，重複步驟 3  至 6，進行測試。 
 

13. 在 DBT 模式中重複步驟 1 至 6 與步驟 9 至 12。 
 

14.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重複上述步驟 1 至 12，取得

外加設備時曝露所得之 2D 模式影像。 

 

 

改變攝影模式 
 

15. 裝設臨床最常使用之放大架平台（放大率）及其對應之壓迫板。 
 

16. 重複步驟 1 至 6 進行曝露與記錄，但於步驟 1 中將 4 cm 厚度之假體放

置於放大架平台上，左右置中並使假體的胸壁側切齊放大架平台的胸壁側， 

同時確認假體的位置可完全覆蓋自動曝露控制偵測器。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1. 改變假體厚度及攝影模式： 
 

針對測試步驟 3、11、12、14 及 16 所得之 2D  模式測試影像，使用其未

經後處理之影像，另針對步驟 13 所得之 DBT 模式測試影像，使用中間之切面

影像，進行下列分析： 

(1) 畫一個合適大小的 ROI 於左右置中，距離胸壁側約 3 cm 之位置，測

量假體影像中間之平均像素值 (PVBG) 及標準差 (SDBG)。 

(2) 依下列公式計算其 SNR：為確認該設備的平均像素值是否修正直流偏差

訊號 (DC offset)，請與原製造商確認 DC offset 數值。若該設備無

須考量 DC offset 數值，則於公式中直接忽略此數值。 

 

 

（公式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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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動曝露控制再現性： 
 

針對 2D 模式及  DBT 模式外加設備下的  2D 模式於步驟 3 與 7  

記錄之數值及影像，進行自動曝露控制再現性之分析： 

(1) 計算所使用的四次管電流時間乘積之平均值、標準差及變異係數（標準

差除以平均值）。 

(2) 使用四次曝露所得未經後處理之影像，進行下列分析： 
 

a. 畫一個合適大小的 ROI 於左右置中，距離胸壁側約 3 cm 之位置， 

測量假體影像中間之平均像素值 (PVBG) 及標準差 (SDBG)。 

b. 計算四次曝露影像的像素值之平均值，進一步依下列公式計算每張影

像像素值(PVBG)與四張影像之平均值(PVBG)間的偏差百分比：

 
(公式 6-2)

 

3. 改變曝露控制階層設定： 
 

若原製造商已提供改變曝露控制階層設定之分析方式，依據原製造商

之分析程序進行分析。若原製造商未提供相關程序，則針對 2D 模式及 DBT 

模式外加設備下的 2D 模式於步驟 8 所得影像，分析計算所測試 i 階層設

定 (Si) 之管電流時間乘積 (Ii) 相對於曝露控制階層設定於 0 (S0) 之管

電流時間乘積 (I0) 的差異百分比，並進一步推算每階層間之管電流時間乘

積平均差異百分比。 

差異百分比(%) =                           （公式 6-3） 

 

每階層平均差異百分比（%） =                           （公式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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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須測試攝影模式如下表所示 
 

   測試 攝影模式   

 

項目 
 

2D 模式 
 DBT 模式外加設

備下之 2D 模式 

  

DBT 模式 

 一般模式 放大模式  一般模式  一般模式 

自動曝露控制再現性 🗸   🗸   

改變曝露控制階層設定 🗸 
  

🗸 
  

改變假體厚度與攝影模式 🗸 🗸 
 

🗸(*

) 

 

🗸(*) 

(*) 僅須測試改變假體厚度項目。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自動曝露控制再現性： 
 

(1) 管電流時間乘積的變異係數不得超過 0.05。 
 

(2) 四次曝露影像中每張影像之像素值與四張影像的平均值間偏差不超過 

5 %。 
 

2. 改變曝露控制階層設定： 
 

每階變化應符合原製造商規定，或依循國際文獻之標準，如：於曝露

控制不同階層設定相對於曝露控制階層設定於 0 之每階層管電流時間乘積

之差異百分比，計算每階平均差異百分比應介於 5  至 15 %。 

 

3. 改變假體厚度及攝影模式： 
 

(1) 2D 模式於一般模式下 4 cm 假體影像之 SNR 須大於或等於 40。 

(2) 2D 模式於一般模式下 2、4 及 6 cm 假體及放大模式下 4 cm 假體影

像之 SNR 與前次測試時相同模式及厚度之假體影像相比，數值降低不

可超過 15 %。



36  

(3) DBT 模式外加設備下的 2D 模式及 DBT 模式下，4 cm 假體影像之 

SNR 建議大於或等於 40 或參考原製造商規範。 
 

(4) DBT 模式外加設備下的 2D 模式及 DBT 模式下，2、4 及 6 cm 假體

之 SNR 與前次測試時相同模式及厚度之假體影像相比，數值降低不可

超過 15 %。 

4.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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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平均乳腺劑量 

 

(一) 目的： 
 

1. 評估標準乳房（約 4.2 cm 厚的壓迫乳房組織，含 50 % 脂肪、50 % 乳腺

成份）之平均乳腺劑量。 

2. 若設備具平均乳腺劑量顯示值，則確認設備顯示值之準確性。 
 

3. 依需求亦可參考歐盟乳癌篩檢與診斷之乳房攝影品管指引，評估 2 至 7 cm 

假體厚度之平均乳腺劑量。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每年、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劑量計：可使用游離腔和電量計或固態偵檢器 
 

(1) 游離腔和電量計：必須在乳房攝影的 X 光能量範圍內校正。 
 

(2) 固態偵檢器：須校正在所有會測試之靶極／濾片組合，或須有適當之校

正因子供測量值校正，亦可使用可測量管電壓峰值、半值層及劑量之整

合性設備。 

2. 2 至 7 cm 厚均質假體，如壓克力或 BR-12 假體。假體的面積大小須模擬

壓迫標準乳房後所能涵蓋的範圍，且可包含自動曝露控制偵測範圍。 

3. 鉛皮或其他衰減物，可保護影像接收裝置。 
 

4. 附表 1-07-A、附表 1-07-B  及附表 1-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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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測試步驟： 
 

1. 放置鉛皮或其他可以保護影像接收裝置之設備在影像接收裝置上。 
 

2. 將劑量計放在乳房支撐平台上方 4.5 cm 高，左右置中，距胸壁側邊緣向內

4 cm 處，並確定劑量計完整置於在輻射照野內。記錄 X光射源至乳房支撐

平台的距離。 

3. 固定劑量計的位置，以確保在下列的測量步驟中不會改變其位置。注意：

輻射照野內的 X 光強度會沿著陽極至陰極有顯著的變化，因此在測量時必

須固定劑量計的位置。當測量結果與之前的結果比較時，必須確保每次測

量時劑量計都在相同的位置。 

4. 將壓迫板降下，使其輕觸劑量計的上方。測試設備之架設如圖 1-7-1 所示 。 
 

 

 

 

 

 

 

 

 

 

 

 

 

 

 

 

圖 1-7-1：入射表面曝露測量之劑量計設置架構 
 

5. 設定在第壹章測試項目三假體影像品質評估中影像品質測試假體於 2D 模式

下所使用之管電壓峰值、靶極材料及濾片組合，並依據最近一次 裝設新乳

房攝影設備、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半值層測試之結果，記錄相同條

件下之半值層。 

6. 手動設定適當管電流時間乘積，記錄所測得之曝露值 (R)，並計算該管電

壓峰值、靶極材料及濾片組合之輻射輸出率（R/mAs，Yref, ACR）。步驟 5 及 

6 之相關數據記錄於附表 1-07-A。 

7. 若設備會呈現平均乳腺劑量顯示值，將第壹章測試項目三假體影像品質評

估中所得之顯示值記錄數值記錄於表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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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設定在第壹章測試項目三假體影像品質評估中影像品質測試假體於 DBT 模

式下所使用之管電壓峰值、靶極材料及濾片組合，並依據最近一次裝設新

乳房攝影設備、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半值層測試之結果，記錄相同

條件下之半值層。於 DBT 模式中重複步驟 6 至 7 ，並記錄於附表 1-07-

B。 

9.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重複上述步驟 5 至 7，計算外

加設備時 2D 模式的輻射輸出率。(註：使用外加設備時 2D 模式之管電壓

峰值、靶極材料及濾片組合。) 

注意：若第壹章測試項目三假體影像品質評估時使用複合模式 (combo mode) 以

獲得影像品質測試假體之影像，則測量斷層層析模式之平均乳腺劑量時， 

只需要測量複合模式中 DBT 模式的劑量。 

注意：相同管電壓峰值、靶極材料及濾片組合下，可以使用在 2D 模式下或 DBT 

固定角度模式下所測得之曝露量，以計算 DBT模式之平均乳腺劑量。 
 

10. 若欲另行增加評估 2 至 7 cm 假體之平均乳腺劑量，則應依循歐盟乳癌篩

檢與診斷之乳房攝影品管指引與數位乳房斷層層析攝影品管手冊之方式，

先確認臨床上曝露 2 至 7 cm 假體厚度所對應之等效乳房厚度之技術參

數，測量及計算 2 至 7 cm 假體厚度所對應之等效乳房厚度所使用之管電

壓峰值、靶極材料及濾片組合之輻射輸出率 (R/mAs，Yref, P)。並依據最近

一次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半值層測試之結

果，再配合評估各厚度劑量時所實際手動設定之適當管電流時間乘積，進

一步計算 2 至 7 cm 假體之平均乳腺劑量。相關數據記錄於附表 1-07-C。 

注意：若使用之測試假體為壓克力，且臨床會使用自動曝露控制功能進行曝

露， 因壓克力較乳房緻密，故其實際對應之等效乳房厚度會大於假體厚

度，如表 1-7-1 所示。此時若所測試之數位乳房攝影儀在使用自動曝露

控制功能時，會依據壓迫厚度決定曝露條件，則必須另放置低密度衰減

物而使顯示之壓迫厚度可與對應之等效乳房厚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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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壓克力厚度所對應之等效乳房厚度及其乳腺密度 
 

壓克力厚度 

（cm） 

等效乳房厚度 

(cm) 

對應之等效乳房 

乳腺密度 

2 2.1 97 % 

3 3.2 67 % 

4 4.5 41 % 

5 6 20 % 

6 7.5 9 % 

7 9.0 4 % 

8 10.3 3 %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1. 必要時，應先以能量校正因子校正劑量計之能量依存性。 
 

2. 將測試步驟 2 所記錄的 X 光射源至乳房支撐平台的距離 (d ) 及步驟 6 

中測得曝露值除以 mAs 而計算得到之輻射輸出率 (Yref, ACR)，依平方反比

律推算至影像品質測試假體之表面位置（距乳房支撐平台 4.2 cm，YACR)。

若另評估 2 至 7 cm 假體之劑量，則應將步驟 10 計算所得各厚度假體所

使用靶極材料及濾片組合之輻射輸出率 (Yref,P) 推算至其假體實際厚度之

高度 (dP) 之假體表面位置輻射輸出率 (YP)。推算公式如下： 

 

Y  =  （公式 7-1） 

 

 

 

Y （公式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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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D 模式下（含外加設備之 2D 模式），平均乳腺劑量之計算乃依據歐盟乳

癌篩檢與診斷之乳房攝影品管指引之方式，使用下列公式計算平均乳腺劑

量： 

   𝐷2D = 𝐾2D ∙ 𝑔 ∙ 𝑐 ∙ 𝑠 (公式 7-3) 

(1) D2D：2D 模式下之平均乳腺劑量 (mGy) 

 

(2) K2D：2D 模式下之入射表面曝露 (R)，為不考慮回散射時，計算所得之

入射假體表面曝露。 

a. 影像品質測試假體入射表面曝露 (KACR)：將第壹章測試項目三假體影

像品質評估中曝露影像品質測試假體所使用之管電流時間乘積

(mAsACR)，乘上資料分析與詮釋步驟 2 中推算至 4.2 cm 高之輻射輸

出率 (YACR)。 

𝐾ACR = 𝑌ACR × 𝑚𝐴𝑠ACR (公式 7-4) 

 

b. 2 至 7 公分假體入射表面曝露 (KP)：將測試步驟 10 中，臨床上曝

露各厚度假體所使用之管電流時間乘積 (mAsP)，乘上資料分析與詮

釋步驟 2  中推算至各厚度假體表面之輻射輸出率 (YP)。 

  𝐾P = 𝑌P × 𝑚𝐴𝑠P (公式 7-5) 

 

(3) g : g factor，為針對 50 % 乳腺密度之乳房，將其入射表面曝露轉

為平均乳腺劑量之因子。 

(4) c : c factor，為校正測試假體與 50 % 乳腺密度之乳房間乳腺密度

差異之因子。若測試假體為壓克力，會依其厚度而對應至不同厚度與

乳腺密度之等效乳房，此時對應之等效乳房厚度與乳腺密度如前述表 

1-7-1 所示。 

(5) s : s factor，為修正所使用乳房攝影 X 光能譜差異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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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BT 模式下，平均乳腺劑量之計算乃依據歐盟數位乳房斷層層析攝影品管

手冊之方式，使用下列公式計算平均乳腺劑量： 

 𝐷Tomo = 𝐾Tomo ∙ 𝑔 ∙ 𝑐 ∙ 𝑠 ∙ 𝑇 (公式 7-6) 

(1) DTomo：DBT 模式下之平均乳腺劑量 (mGy) 

 

(2) KTomo：DBT 模式下之整體入射表面曝露 (R)，為不考慮回散射時，計算

所得之入射假體表面曝露。 

(3) T ：T factor，為修正不同角度投照時入射空氣克馬相對於 X 光管於 

0 度投照或相對乳房平面為垂直入射時的入射空氣克馬差異之因子。 

 

 
附錄 C 表 a 至 d 為彙整之校正因子表，提供做為平均乳腺劑量計算之參

考，若實際使用之假體厚度、半值層或靶極／濾片組合未包含於附錄，讀者可

另參考相關論文或歐盟乳癌篩檢與診斷之乳房攝影品管指引與數位乳房斷層層

析攝影品管手冊做為更進一步之評估。 

 

 

 
5. 計算第壹章測試項目三假體影像品質評估中，所使用影像品質測試假體之

平均乳腺劑量顯示值與測量值之差異。若步驟 6 使用的管電流時間乘積與

測試項目三假體影像品質評估中影像品質測試假體所使用管電流時間乘積

不同時，須對測量值做管電流時間乘積的校正。 

 

 
註：須測試攝影模式如下表所示 

 

    測試攝影模式   

 

項目 
 

2D 模式 
 DBT 模式外加設

備下之 2D 模式 

  

DBT 模式 

一般模式 放大模式  一般模式  一般模式 

平均乳腺劑量評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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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注意事項： 
 

1. 於操作在 20 至 40 kVp 的能量範圍時，游離腔的能量依存性不明顯，但對

於固態偵檢器，能量依存性會較為明顯，因而會使用能量校正因子來校正讀

值。此能量校正因子可能已內建於劑量計，或須另行請劑量計製造商提供。

細節可自行參看 FDA 乳房攝影品質標準法案之常見問題集。 

2. 使用固態偵檢器測量 DBT 模式的平均乳腺劑量時，若不是在 2D 模式下或

DBT 固定角度模式下進行測量，而是設定於臨床 DBT 模式下執行，則須注

意固態偵檢器之角度依存性，此校正因子須另行請劑量計製造商提供。 

3. 在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每年、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時，必須測量 

DBT 模式下臨床所有靶極／濾片組合及管電壓峰值範圍的半值層值。 

4. 若曝露標準乳房所採用的臨床曝露條件已改變，如管電壓峰值、靶極材料

及濾片組合，或經物理師評估射束半值層自 MEE 以來已改變，則應配合平

均乳腺劑量測量，重新評估測試所使用之管電壓峰值及靶極／濾片組合的

射束半值層。 

 

 
(七)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針對臨床上使用的曝露條件來曝露 4.2 cm 的標準乳房假體時，單一頭腳向

投照 (cranio-caudal view, CC view) 2D 模式或 DBT 模式每次攝影的平

均乳腺劑量不可超過 3 mGy，若發現測試結果不符合準則，必須找到劑量過

高的原因，並在臨床使用前採取修正措施。此外，複合模式中 2D 模式與

DBT 模式之平均乳腺劑量應分開計算並與限值比較。 

2. 若有劑量顯示值，顯示值與測量值誤差須在測量值的 25 % 以內，若超過此

準則，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3. 若依循乳癌篩檢與診斷之乳房攝影品管指引與數位乳房斷層層析攝影品管

手冊之方式，另行評估 2 至 7 cm 壓克力假體之平均乳腺劑量，則各厚度

假體之平均乳腺劑量須符合表 1-7-2 的限值 (acceptable level)，另列出 

2D 模式之參考值 (achievable level)  供做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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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2、各厚度假體之平均乳腺劑量限值及參考值 
 

 

 

假體厚度註 1
 

(cm) 

 

等效乳房厚度 

(cm) 

 

平均乳腺劑量

限值 (mGy) 

平均乳腺劑量

參考值 (mGy) 

2D 模式 

   2 註 2
 2.1 1.2 0.8 

3 3.2 1.5 1.0 

4 4.5 2.0 1.6 

4.5 5.3 2.5 2.0 

5 6.0 3.0 2.4 

6 7.5 4.5 3.6 

7 9.0 6.5 5.1 

 
註 1：歐盟乳癌篩檢與診斷之乳房攝影品管指引所提供之劑量值為針對使用壓克力假體進行

測試，若使用 BR-12 假體，則在相同假體厚度下計算出之平均乳腺劑量與壓克力假體

所計算出之平均乳腺劑量會有些微差異，此時本表之劑量值僅供參考。 

 

註 2：歐盟乳癌篩檢與診斷之乳房攝影品管指引於 2017 年上修 2 cm 壓克力假體之劑量限值

及參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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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擷像工作站品管 

 

(一) 目的： 
 

1. 確認工作站螢幕表面是否有灰塵、指紋、異物或其他標示物而可能干擾臨

床影像之診斷。 

2. 確保工作站之亮度與對比都經過正確的校正與設定。 
 

3. 若螢幕配有原製造商內建之自動測試功能，確保所有螢幕經過自動測試後， 

均符合原製造商之建議規範。 

注意：若螢幕原製造商所提供之原製造商文件中包含自動測試之內容，則

必須執行螢幕之自動測試。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每年、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建議使用美國醫學物理學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ists in 

Medicine, AAPM) TG 18-QC 測試圖像（圖 1-8-1），若螢幕內未安裝此測

試圖像，可請工程師協助安裝。若無法安裝 AAPM TG 18-QC 測試圖像，則

可使用 SMPTE 測試圖像（圖 1-8-2）或其他可做類似評估之測試圖像。若

擷像工作站螢幕仍無法使用這些測試圖像，則相關測試內容可省略。 

2. 螢幕最大與最小亮度：AAPM TG 18 LN8-01 與 LN8-18 測試圖像，或其他可

用做最大與最小亮度評估之測試圖像。 

3. 螢幕亮度均勻度：AAPM TG 18 UNL80 測試圖像，或其他可用做亮度均勻度

評估之測試圖像。 

4. 光度計。 
 

5. 附表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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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1：AAPM TG-18 測試圖像。 
 

 

 

 

 

 

 

 

 

 

 

 

 

 

 

 

 

 

 

 

 

 

 

圖 1-8-2：SMPTE 測試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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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測試步驟： 

螢幕狀態 

1. 檢視螢幕表面是否有灰塵、刮痕、指紋、其他異常的亮塊（如：膠痕等）

或是異物。 

2. 若有上述異常的情形，請清潔螢幕後再重新檢視，若無法排除異常情形，

請記錄於測試表格。 

 

 
測試圖像影像品質 

 

1. 將擷像工作站所在檢查室內的環境照度調整至與醫師閱片室的環境照度相

近。 

2. 將測試圖像顯示於螢幕。 
 

3. 根據以下項目進行評估，並將判定結果記錄於表格： 
 

(1) 測試圖像是否正確置於螢幕中央？ 
 

(2) 圖像上 0 % - 5 %  之對比方塊是否可被清楚辨別？ 
 

(3) 圖像上 95 % - 100 % 之對比方塊是否可被清楚辨別？ 
 

(4) 圖像上之數字是否銳利且清晰？ 
 

(5) 高對比解析度之線對在圖像中央與四個角落是否可被清楚辨別？ 
 

(6) 圖像上灰階階層的變化是否為平滑連續的變化？（TG 18-QC 測試圖像

適用） 

 

 
最大、最小亮度與亮度比值 

 

1. 使用 TG 18 LN8-01 及  LN8-18 測試圖像，或其他等效圖像，測量最小亮度 

(Lmin) 及最大亮度 (Lmax)，記錄測量值，並進一步計算亮度比值。 
 

2. 若原製造商有提供最大亮度及最小亮度的建議值，將建議值一併記錄在表

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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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均勻度 

 

1. 使用 TG 18 UNL80 測試圖像，在螢幕中央處及四個角落，測量其亮度。 
 

2. 記錄上述測量結果。 

 

 
醫療數位影像傳輸協定 (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 
DICOM ) 灰階標準顯示函數 (Grayscale Standard Display Function, GSDF) 
評估（若可適用） 

 

1. 若螢幕原製造商配有內建軟體，請使用軟體測試灰階標準顯示函數是否符

合原製造商建議值。 

2. 若螢幕原製造商沒有內建軟體，或認為有自行測試之必要，則可搭配 TG 18 

LN 測試圖像以手動方式進行本項評估。 

 

 

螢幕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 
 

1. 開啟螢幕原製造商之螢幕自動測試工具。 
 

2. 於進行初始設定時，必須確認已設定之測試頻率、執行改善之限值，或是

其他測試參數是否符合乳房攝影設備之需求。亦須確認自動測試工具之功

能正常。 

3. 檢視所有測試結果，確認測試結果皆合格。 
 

4. 記錄上述測試結果。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亮度比值 

依據測量所得最小亮度 (Lmin) 及最大亮度 (Lmax)，計算亮度比值： 

 

亮度比值 =          （公式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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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均勻度 

 

依據所記錄之螢幕中央與四個角落之亮度值，以下列公式計算亮度差異百分 

比： 

亮度差異(%) =    
 

)
 

(公式 8-2)

 

 

其中 Lmax 為所測量的五個位置中的最大亮度值，而 Lmin 則為所測量的五

個位置中的最小亮度值。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螢幕狀態 

1. 螢幕表面不應存在灰塵、指紋或其他標示物，若存在此些情形，大部分應

可依據原製造商所建議的清潔程序進行清潔。若依據原製造商所建議的程

序仍無法完成清潔，則應聯繫原製造商進行改善措施。 

2. 任何影響影像評估或是肉眼可以辨識之明顯缺陷，都視為測試結果不合格， 

需要改善。若無法判定缺陷之嚴重程度，請與主要負責乳房攝影影像診斷之

放射科醫師討論。 

3.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

於臨床檢查前修正。 

 

 
測試圖像影像品質 

 

1. 測試圖像必須置於螢幕中央處。 
 

2. 圖像上 0 % - 5 %  及 95 % - 100 % 之對比方塊可被清楚辨別。 
 

3. 圖像上之數字是銳利且清晰的。 
 

4. 高對比解析度之線對在圖像中央與四個角落可被清楚辨別。 
 

5. 圖像上灰階階層的變化是平滑連續的變化。（TG 18 測試圖像適用） 
 

6.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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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最小亮度與亮度比值 

 

1. 若原製造商已提供最大與最小亮度建議值，則最小亮度須在建議值之 

± 30 %；最大亮度須在建議值之 ± 10 %。 
 

2. 若原製造商未提供建議值，最大亮度須大於或等於 150 cd/m2，亮度比值須

大於或等於 100，最小亮度則建議小於或等於 1.5 cd/m2。 

3.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亮度均勻度 

 

1. 每個螢幕之亮度差異須小於或等於 30 %。 
 

2.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DICOM 灰階標準顯示函數評估 

 

1. 測量的灰階亮度反應與目標灰階亮度反應間差異不可大於 ± 10 %。 
 

2.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螢幕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若可適用） 

 

1. 所有螢幕皆須通過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 
 

2.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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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放射科醫師閱片工作站品管 

 

(一) 目的： 
 

1. 確認工作站螢幕表面是否有灰塵、指紋、異物或其他標示物而可能干擾臨

床影像之診斷。 

2. 確保工作站之亮度與對比都經過正確的校正與設定。 
 

3. 若螢幕配有原製造商內建之自動測試功能，確保所有螢幕經過自動測試後， 

均符合原製造商之建議規範。 

注意：若螢幕原製造商所提供之原製造商文件中包含自動測試之內容，則

必須執行螢幕之自動測試。 

4. 確保影像品質符合臨床診斷之影像品質，並可一致性呈現，同時沒有產生

明顯的假影。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每年、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建議使用 AAPM TG 18-QC 測試圖像，若螢幕內未安裝此測試圖像，可請工

程師協助安裝。若無法安裝 AAPM TG 18-QC 測試圖像，則可使用 SMPTE 測

試圖像或其他可做類似評估之測試圖像。 

2. 螢幕最大與最小亮度：AAPM TG 18 LN8-01 與 LN8-18 測試圖像，或其他可

用做最大與最小亮度評估之測試圖像。 

3. 螢幕亮度之均勻度：AAPM TG 18 UNL80 測試圖像，或其他可用做亮度均勻

度評估之測試圖像。 

4. 可用做乳房攝影假體影像品質評估之假體影像，例如第壹章測試項目三假

體影像品質評估所得之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影像。 

5. 光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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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照度計 
 

7. 附表 1-09 

 
 

(四) 測試步驟： 

閱片環境光源 

調整閱片環境光源與放射科醫師在判讀乳房攝影影像時相同，測量此環境

照度。 

 

 
螢幕狀態 

 

1. 檢視螢幕表面是否有灰塵、刮痕、指紋、其他異常的亮塊（如：膠痕等）

或是異物。 

2. 若有上述異常的情形，請清潔螢幕後再重新檢視，若無法排除異常情形，

請記錄於測試表格。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及假影評估 

 

1. 將第壹章測試項目三之假體影像顯示於閱片工作站螢幕。 
 

2. 評估假體影像品質與假影。 

 

 
距離測量 

 

在螢幕上測量假體蠟塊在平行陰極－陽極方向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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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圖像影像品質 

 

1. 將測試圖像顯示於閱片工作站螢幕。 
 

2. 根據以下項目進行評估，並將判定結果記錄於表格： 
 

(1) 測試圖像是否正確置於螢幕中央？ 
 

(2) 圖像上 0 % - 5 %  之對比方塊是否可被清楚辨別？ 
 

(3) 圖像上 95 % - 100 % 之對比方塊是否可被清楚辨別？ 
 

(4) 圖像上之數字是否銳利且清晰？ 
 

(5) 高對比解析度之線對在圖像中央與四個角落是否可被清楚辨別？ 
 

(6) 圖像上灰階階層的變化是否為平滑連續的變化？ 

 

 
最大、最小亮度與亮度比值 

 

1. 使用 TG 18 LN8-01 及 LN8-18 測試圖像，將光度計放在圖像中央處，測

量最大亮度及最小亮度，記錄測量值，並進一步計算亮度比值。 

2. 若原製造商有提供最大亮度及最小亮度的建議值，將建議值一併記錄在表

格中。 

 

 
亮度均勻度 

 

1. 使用 TG 18 UNL80 測試圖像，在螢幕中央處及四個角落，測量其亮度。 
 

2. 記錄上述測量結果。



54  

DICOM 灰階標準顯示函數 (GSDF) 評估（若可適用） 

 

1. 若螢幕原製造商配有內建軟體，請使用軟體測試灰階標準顯示函數是否符

合原製造商建議值。 

2. 若螢幕原製造商沒有內建軟體，或認為有自行測試之必要，則可以手動方

式進行本項評估。 

 

 
螢幕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若可適用） 

 

1. 開啟原製造商之螢幕自動測試工具。 
 

2. 於進行初始設定時，必須確認已設定之測試頻率、執行改善之限值，或是

其他測試參數是否符合乳房攝影設備之需求。亦須確認自動測試工具之功

能正常。 

3. 檢視所有測試結果，確認測試結果皆合格。 
 

4. 記錄上述測試結果。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及假影評估 
 

依據第壹章測試項目三之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影像品質及假影評估

原則進行評估。 

 

 
亮度比值 

 

依據測量所得最小亮度 (Lmin) 及最大亮度 (Lmax)，計算亮度比值：

 

亮度比值 =   

 

(公式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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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度均勻度 

 

依據所記錄之螢幕中央與四個角落之亮度值，以下列公式計算亮度差異

百分比：

 

亮度差異(%) =   

 

 

(公式 9-2)

 

 

其中 Lmax 為所測量的五個位置中，最大亮度值，而 Lmin 則為所測量的五個位置

中，最小亮度值。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閱片環境光源 

1. 判斷閱片環境之照度是否適當，例如參考 ACR 建議數位乳房攝影閱片環境光

源照度為 20 - 45 lux。 

 
 

2.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於臨

床檢查前修正。 

 

 
螢幕狀態 

 

1. 螢幕表面不應存在灰塵、指紋或其他標示物，若存在此些情形，大部分應

可依據原製造商所建議的清潔程序進行清潔。若依據原製造商所建議的程

序仍無法完成清潔，則應聯繫原製造商進行改善措施。 

2. 任何影響影像評估或是肉眼可以辨識之明顯缺陷，都視為測試結果不合格， 

需要改善。若無法判定缺陷之嚴重程度，請與主要負責乳房攝影影像診斷之

放射科醫師討論。 

3.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

於臨床檢查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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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體影像品質評估及假影評估 

 

1. 不可有干擾臨床診斷的假影或非均勻性存在。若假影位置會影響臨床影像， 

且符合下列呈現形式之一，則本項目判定為不合格： 

(1) 假影與假體可見擬物相同明顯或更明顯，或 
 

(2) 假影遮擋到假體可見模擬物，或 
 

(3) 假影可能影響臨床影像診判讀。 
 

2. 判斷假影來源為 X 光系統、偵檢器或是螢幕。若假影來源為螢幕，必須在

螢幕完成維修後，才能用來作為影像顯示設備。 

3. 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影像之評估結果須至少可見纖維 2 分、

鈣化點群 3 分及腫塊物 2 分。 

4.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

於臨床檢查前修正。 

 

 
距離測量 

 

1. 影像中假體蠟片在平行陰極－陽極方向之距離須介於 70.0 mm ± 14.0 

mm。 

2.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於臨

床檢查前修正。 

 

 
測試圖像影像品質 

 

1. 測試圖像必須置於螢幕中央處。 
 

2. 圖像上 0 % - 5 %  及 95 % - 100 % 之對比方塊可被清楚辨別。 
 

3. 圖像上之數字是銳利且清晰的。 
 

4. 高對比解析度之線對在圖像中央與四個角落可被清楚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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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圖像上灰階階層的變化是平滑連續的變化。 
 

6.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最大、最小亮度與亮度比值 

 

1. 若原製造商已提供最大與最小亮度建議值，則最小亮度須在建議值之 

± 30 %；最大亮度須在建議值之 ± 10 %。 
 

2. 若原製造商未提供建議值，最大亮度須大於或等於 420 cd/m2，亮度比值須

大於或等於 250，最小亮度則建議小於或等於 1.5 cd/m2。 

3.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亮度均勻度 

 

1. 每個螢幕之亮度差異須小於或等於 30 %。 
 

2. 比較不同螢幕之中央亮度值，差異須小於或等於二者中亮度較小者之 20 %。 
 

3.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DICOM 灰階標準顯示函數評估 

 

1. 測量的灰階亮度反應與目標灰階亮度反應間差異不可大於 ± 10 %。 
 

2.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螢幕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若可適用） 

 

1. 所有螢幕皆須通過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 
 

2.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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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印片機品管 

 

(一) 目的： 
 

確保使用印片機輸出影像之影像品質足夠且一致。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每年、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註：只有當印片機輸出臨床影像時（如：用做診斷或提供給病人及臨床科醫

師），才須執行測試。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光密度計 
 

2.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影像 
 

3. 尺 
 

4. 附表 1-10 

 

 
 

(四) 測試步驟： 
 

1. 將第壹章測試項目三中的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影像不做窗寬及窗高

之調整，以臨床最常使用之底片大小經由印片機輸出。影像儘量以擷像之

原始大小輸出，不做放大或縮小。 

2. 在紀錄表上，記錄用來輸出影像的工作站名稱。 
 

3. 若有需要，亦可將影像以其他臨床可能使用的底片大小輸出。 
 

4. 檢視影像並以光密度計測量光密度值，並記錄於附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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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及假影評估 
 

1. 依據第壹章測試項目三中假體影像評分原則進行假體影像品質評估。 
 

2. 依據第壹章測試項目三中假影判定原則進行假影評估。 
 

3. 將結果記錄於附表 1-10。 

 

 
光密度值 

 

1. 在輸出的假體影像中，使用光密度計測量空腔內、外的光密度值，分別記

做空腔內光密度值 (ODcavity) 及背景光密度值 (ODBG) 於附表 1-10。 

2. 將空腔內光密度值減去背景光密度值，得到對比值。 
 

3. 使用光密度計測量假體影像外，空氣部分的光密度值，記為最大光密度值

(Dmax)。若假體影像佔滿整個底片範圍，則可輸出任一個臨床乳房攝影影

像， 並測量乳房外的光密度值。 

4. 步驟 1 及 3  中光密度值的測量位置如下圖 1-10-1  所示。 

圖 1-10-1：光密度值測量位置示意圖 

 

 
 

距離測量 

 

使用尺測量底片影像中假體蠟片在平行陰極－陽極方向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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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及假影評估 

1. 不可有干擾臨床診斷的假影或非均勻性存在。若假影位置會影響臨床影像， 

且符合下列呈現形式之一，則本測試結果判定為不合格，此時須判斷假影來

源是否為印片機所造成： 

(1) 假影與假體可見模擬物相同明顯或更明顯，或 
 

(2) 假影遮擋到假體可見模擬物，或 
 

(3) 假影可能影響臨床影像診判讀。 
 

2. 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影像之評估結果須至少可見纖維 2 分、鈣

化點群 3 分及腫塊物 2 分。 

3. 當影像分數判定為不合格時，須在印片機完成維修後，才能用來作為臨床

影像之輸出。 

 

 
光密度值 

 

1. 背景光密度值須 ≥ 1.6（建議介於 1.7 至 2.2，接近 2.0 最佳）。 
 

2. 對比值須 ≥ 0.1。 
 

3. 最大光密度值須 ≥ 3.1（建議 ≥ 3.5）。 

 

 
距離測量 

 

影像中假體蠟片在平行陰極－陽極方向之距離須介於 70.0 mm ± 14.0 mm。 
 

 
 

若假影判定為不合格，且其來源為印片機，或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

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於臨床檢查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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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電腦放射攝影 (CR) 

 

(一) 目的： 
 

針對 CR 之設備，部分測試項目因無法涵蓋於其他項目內容中，另於本項

次提出。CR 相關測試內容應至少包含：影像板間一致性、影像均勻度及假影評

估、CR 讀片機表現與曝露指標確認。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每年、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或新購之影像板

使用於臨床前。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臨床使用之乳房攝影 CR 影像板及特定乳房攝影片匣（如 QC  片匣）。 
 

2. 可模擬標準乳房衰減之均質假體，足以覆蓋整個影像接收裝置，例如 4 cm 

的壓克力、BR-12 等。 
 

3. 二支薄鋼尺 
 

4. 劑量計：可使用游離腔和電量計或固態偵檢器 
 

(1) 游離腔和電量計：必須在乳房攝影的 X 光能量範圍內校正。 
 

(2) 固態偵檢器：可測量管電壓峰值、半值層及劑量之整合性設備，須校正

所有會測試之靶極／濾片組合，或須有適當之校正因子供測量值校正。 

5. 其他於 CR  製造商所訂定於曝露指標校正程序中所需使用的設備 
 

6. 附表 1-11 

 
在使用影像板進行 CR 相關測試前，提醒須先注意下列事項： 

 

1. 應先目視檢查影像板是否有刮痕或損壞之情況，並於使用前先全面除影。 
 

2. 對於須評估曝露指標或像素值之測試，應固定影像板曝露後到讀片之時間間

隔，以減少因消光所造成之測量結果差異。固定之時間間隔可參考各製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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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但若為了增進測試效率，縮短等候時間，測試時亦可自行調整此曝露

到讀片之時間間隔，但應注意在整個測試過程中，此時間間隔應固定。 

3. 若於年度測試之二個年度間，新購進少數影像板，則於這些影像板使用於臨

床前，應由放射師先使用該影像板進行假體影像品質測試。但若是在期間汰

換所有影像板，則應執行更換影像板所會影響之相關測試項目。 

 

 
(四) 測試步驟： 

影像板間一致性、影像均勻度及假影評估 
 

1. 檢視臨床所使用之影像板，並將所有影像板除影，若影像板包含二種不同

的尺寸，則應將二種尺寸之影像板分成二組進行測試。 

2. 將裝載影像板之片匣置於片匣支撐物中。 
 

3. 放置均質假體於乳房支撐平台上，並確認其可涵蓋自動曝露控制偵測器位

置， 降下壓迫板予以壓迫約 12 磅（5 daN 或 5 kgw）。 

4. 使用臨床上針對標準乳房所會選用的攝影模式予以曝露，若臨床使用手動

模式，則選擇標準乳房所會選用的曝露條件進行曝露，記錄曝露所使用之

條件（靶極／濾片、管電壓峰值、管電流時間乘積等）於附表 1-11-A。 

 

5. 於曝露後等待特定之時間間隔，進行影像板讀片，讀片時須儘量關閉影像

後處理機制，依據製造商建議之讀片模式或參考表 1-11-1 進行讀片設定。 

6. 針對所有的影像板重複步驟 2 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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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1、各 CR 製造商於關閉影像後處理機制時之讀片模式 
 

製造商 模式設定 

Fuji QC Test/ Sensitivity Semi 

Konica Mammo/ Test 

Carestream Others/ pattern 

Agfa Systems diagnostic/ flat field mammo 

 
 

CR 讀片機表現 
 

1. 將裝載影像板之片匣放置於乳房支撐平台上且左右置中。 
 

2. 將鋼尺放置於片匣上中央位置，並將二支尺以互相垂直成 T 字型之方式放

置 （如圖 1-11-1 所示）。 

3. 手動設定 25 kVp，調整管電流時間乘積接近 4 mAs 進行曝露。 
 

4. 將曝露後之片匣依據原製造商建議之讀片模式或參考表 1-11-1 進行讀片設

定。 

 

 
注意：本測試項目於每台讀片機僅須使用一個片匣進行測試，無須將全部片匣

皆進行測試。 

 

 

 

圖 1-11-1：CR 讀片機表現之鋼尺放置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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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露指標確認 

 

曝露指標之確認應依據原 CR 製造商所訂定之品保程序，測試表格請參照

該品保程序書訂定。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影像板間一致性 
 

1. 於工作站放置一個約 5 cm2 之 ROI 於所有影像板所得之影像中央位置，測

量其平均像素值及標準差，進而計算 SNR。 

2. 承步驟 1，針對所有同尺寸影像板所得的 SNR，計算所有同尺寸影像板間的

平均值，進而計算每個影像板與平均值之差異與差異百分比。若影像板包含

二種不同的尺寸，則須分別計算在同尺寸時的 SNR 差異及 SNR 差異百分

比。 

3. 針對所有同尺寸影像板曝露所得管電流時間乘積，計算平均值，若影像板包

含二種不同的尺寸，則須分別計算二種尺寸的管電流時間乘積平均值。計算

每個影像板與其同尺寸影像板之管電流時間乘積平均值之差異，並計算差異

百分比。 

4. 將結果記錄於附表 1-11-A。 

 
影像均勻度及假影評估 

1. 於工作站中將所有影像板所得之影像上，放置三個約 1 cm2 ROI 於影像下列

位置，測量三個 ROI 位置之平均像素值 (MPV)：於靠近影像胸壁側之左右

置中 (MPVC)、右側 (MPVR) 及左側 (MPVL) 位置，此三個 ROI 的邊緣距離

影像胸壁側、右側及左側邊緣約 2 cm。（如下圖 1-11-2） 

 

 

 

 

 

 

 

圖 1-11-2：CR 影像均勻度 ROI 放置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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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下列公式計算步驟 1 每個影像板影像中，任二個 ROI 位置之平均像素值

間的差異百分比。 

 

（公式 11-1） 

 

 

（公式 11-2） 

 

 

（公式 11-3） 

 

 

3. 於工作站中調整適當的窗寬／窗高設定以評估每個影像板影像是否存在明顯

假影或影像不均勻。 

4. 將結果記錄於附表 1-11-A。 

 
CR 讀片機表現 

 

將影像傳至工作站進行影像評估，於評估影像時應將影像放大 5 至 10 

倍， 並使用較窄的窗寬，仔細地觀察尺的邊緣是否筆直且連續，並將結果記錄

於附表 1-11-B。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影像板間一致性  

若影像板不符合下列準則，不應將該影像板繼續用於臨床，應予以汰換： 

 

1. 每個影像板的 SNR 與其同尺寸影像板平均值之差異百分比不應超過 

± 15 %。 
 

2. 每個影像板與其同尺寸影像板所得的管電流時間乘積平均值之差異百分比

不應超過 ± 10 %。 

 

影像均勻度及假影評估 
 

1. 於每個影像板中，任二個 ROI 之平均像素值間的差異百分比應小於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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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像中不應存在明顯假影或影像不均勻，以致於影響臨床影像之判讀。針

對假影評估的細節，可另參考相關文獻。 

3. 若測試時發現假影，則必須進一步評估造成假影的來源，若只有部份影像

板之影像存在明顯假影，則可先清潔此些影像板後再重複測試，如果仍存

在明顯假影，則不應使用該影像板於臨床，應予以汰換。若於所有影像板

之影像中皆存在相同之明顯假影，則假影之來源可能與乳房攝影儀或 CR 

讀片機有關，應進一步追蹤並維修。 

 

 

CR 讀片機表現 
 

於二個方向下，尺的整個長度邊緣應為筆直且連續，若出現掃描線有黑至

白之轉換而使得尺的邊緣呈現不連續或不筆直，則可將影像傳至其他工作站螢

幕進行評估。若於其他工作站螢幕評估仍呈現相同的不連續問題，則顯示可能

存在雷射掃描之時間錯誤或調控問題，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於臨床

檢查前修正。 

 

 

曝露指標確認 
 

測得曝露指標應符合各製造商之規範，各 CR 製造商的曝露指標、校正公

式及校正設定彙整於表 1-11-2 以供對照。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準則不符，

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執行臨床檢查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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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2、各 CR  製造商的曝露指標、校正公式與校正設定列表 

製造商 型號 曝露指標 校正公式 校正設定 標準值 

Fuji Profect CS/ 

ONE 

S 值 
 

 

Mo/Mo, 25 

kVp, 無壓

迫板 

校正 S 值須介於  

120 ± 20 % 間 

 
Capsula XL II 

   
校正 S 值須介於  

120 ± 50 % 間 

 

Konica 

 

Regius 190 

 

S 值 
 

 

 

Mo/Mo, 

28 kVp 

 

測得 S 值平均值

須介於目標 S 值 

± 20 % 間 

Carestream DirectView 

series 

EI 𝐸𝐼 = 1000 × log(𝐸(𝑚𝑅)) + 1000 Mo/Mo, 

28 kVp, 

2 mm 鋁片衰減 

測得 EI 值須介於

目標 EI 值 ± 100 

間 

Agfa CR Mammo SAL, 

SAL log, 

or PVI 

log 

𝑆𝐴𝐿 = 253∙√𝐸 

 
𝑆𝐴𝐿 log = 10000 ∙ log(𝐸) + 

8581 

 
𝑃𝑉𝐼 log = 13287.7 log(𝐸) + 23824 

Mo/Mo, 

28 kVp, 

2 mm 鋁片衰減 

1130 ± 100 

 
21600 ± 1000 

 
41100 ± 1300 

  
 

註 1：E 為入射影像板之曝露值，單位為 mR。 

 
註 2：Agfa 的標準值為在影像板接受 20 mR 曝露時的標準曝露指標。



68  

十二、數位乳房斷層層析 Z 方向解析度 

 

(一) 目的： 
 

確認 DBT 模式 Z 方向沒有過度模糊。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每年、相關維修後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第壹章測試項目三假體影像品質中 DBT 模式的影像：經影像處理後之重建 DBT影像 

(reconstructed DBT slice)。 

 

2. 附表 1-12 

 

 
(四) 測試步驟： 

 

1. 進行年度測試時，須記錄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建立之半高全寬 (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 的基準值，若無法

取得前述基準值的結果，可使用第一次年度品保的結果。或依下述步驟建立 

Z 方向解析度基準值。 

2. 使用第壹章測試項目三假體影像品質評估中得到之影像品質測試假體的 

DBT 影像，根據下面步驟於鈣化點狀模擬物處圈選 ROI 以獲得像素值： 
 

(1) 上下滑動檢視 DBT 影像中直徑規格最大的鈣化點狀模擬物組，選擇其

中間之鈣化點最聚焦與最亮的一個切面。此切面為「切面 0」。 

(2) 將影像品質測試假體影像中直徑規格最大的鈣化點狀模擬物組位置放大， 

如圖 1-12-1。 

(3) 圈選 ROI 於該組中間之鈣化點，如圖 1-12-2。 
 

(4) 在表格中「切面 0」列相對應的位置記錄最大像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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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1：放大直徑規格最大的鈣化點狀模擬物組位置 

 

 

 

 

 

 

 

 

 

 

 

 

 

 

圖 1-12-2：圈選 ROI 於直徑規格最大的鈣化點狀模擬物組中間之鈣化 

 

 

3. 重複步驟  2，但將 ROI 圈選於該鈣化點狀模擬物組其他位置的鈣化點之位置。 
 

4. 根據下面方法決定平均背景訊號值 (mean background signal, PVBG )： 

 

(1) 圈選 ROI 於中間鈣化點周圍背景處的位置，如圖 1-12-3。 
 

(2) 在表格中「切面 0」列相對應的位置記錄平均背景像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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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3：測量背景像素值的 ROI 位置 

 

 

5. 於下述切面重複步驟 2 到 4，並於表格相對應欄位記錄像素值： 

 

(1) 切面 0 下方的第 2 個切面（切面 - 2）。 

(2) 切面 0 下方的第 1 個切面（切面 - 1）。 

(3) 切面 0 上方的第 1 個切面（切面 + 1）。 

(4) 切面 0 上方的第 2 個切面（切面 + 2）。 

 

 

6. 於每一切面計算 6 個鈣化點的最大像素值之平均值，得到每一切面 i 的平

均最大鈣化點訊號值 (average max speck signal, PVmax,𝑖 )。 
 

7. 根據下方（五）資料分析與詮釋中之公式計算「Z 方向解析度差異 

(RZ,i)」， 若於切面 – 2 到切面 + 2 間其值大於或等於 0.5，則視需求

重複步驟 2 到 4 於切面 – 3 和／或切面 + 3。請參照（五）資料分析與

詮釋。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1. 於每一斷層層析切面 (- 2, - 1, 0, + 1, + 2)，將平均最大鈣化點訊號值

與平均背景訊號值相減，得到各切面之 Z 方向訊號值差異 (Zi)，公式如

下： 

Z𝑖  =  PVmax,𝑖  − PVBG (公式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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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斷層層析切面 - 2, - 1, + 1 和 + 2 計算 Z 方向解析度差異。Z 方

向解析度差異為為各切面相較於切面 0 之 Z 方向訊號值差異的比例

(𝑅Z,𝑖)，公式如下： 

𝑅𝑍,𝑖  =  𝑍𝑖/ 𝑍0 
(公式 12-2)

 

3. 如果 RZ,+2  大於或等於 0.5，增加計算 RZ,+3 

 

4. 如果 RZ,-2   大於或等於 0.5，增加計算 RZ,-3 

 

5. 根據附表 12，決定 FWHM。 

 

 
備註：FWHM 為曲線上達該函數最大值一半的 2 點間的距離。在本項測試中， 

曲線所代表為每一切面相較於切面 0 的訊號比例，因此最大值為 1，最

大值的一半為 0.5。X 軸代表深度 (Z) 方向上的距離，因此 FWHM 的單

位為 mm，為鈣化點狀模擬物在 Z 方向上延續的距離。較完整的繪圖測

量相關敘述，請參照 ACR  數位乳房攝影品保手冊之常見問題解答。 

 

 
(六) 注意事項： 

 

檢閱 DBT 模式 Z 方向解析度的表格將有所幫助，該表格說明了 RZ,i 的

計算。 

 

 
(七)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Z 方向解析度第一次測量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

件後) 的結果將成為未來 Z 方向解析度測量時的基準值。 

 

 
年度評估 

 

當前影像設置的 FWHM 值須在基準值之 ± 30 % 以內。若發現測試結果與

上述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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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數位乳房斷層層析體積涵蓋範圍 

 

(一) 目的： 
 

評估於 DBT 模式取像時，整個乳房體積皆能涵蓋在成像範圍。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每年、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或可模擬標準乳房衰減之均質假體，如 4 cm 

的壓克力、BR-12 等。且此均質假體的面積大小須至少模擬壓迫標準乳房

後所能涵蓋的範圍。 

2. 厚度為 0.1 mm 的鋁片，面積約為 10 cm × 10 cm（可使用測量半值層時所

用的鋁片）。 

3. 附表 1-13 

 

 
 

(四) 測試步驟： 
 

1. 啟動 DBT 模式。 
 

2. 選擇最大尺寸之影像照野及搭配該影像照野大小所用之壓迫板，並確認該

壓迫板為臨床最常使用（例如：彈性或固定）。 

3. 將均質假體置於乳房支撐平台上左右置中並使假體的一側切齊影像接收裝

置的胸壁側，若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擺放方式為依假體影像

品質測試之擺放位置旋轉 180 度，即含有模擬物之粉紅色蠟塊遠離胸壁

側。 

4. 分別放置 0.1 mm 的鋁片於假體的上方及下方，並以手動方式降下壓迫板使

用壓迫力為 12 磅（5 daN 或 5 kgw）。（假體及鋁片設置如圖 1-13-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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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1：假體及鋁片設置示意圖 

 

 

5. 以手動方式使用接近測試項目三假體影像品質評估中影像品質測試假體於 

DBT 模式所使用之技術條件擷取影像。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使用擷像工作站或閱片工作站之螢幕以最薄的重組影像厚度檢視所有的假

體切面影像，以評估在假體上方及下方的鋁片是否皆在對應的切面影像中確實

聚焦。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在假體上方及下方的鋁片皆須在一個切面影像中確實聚焦，若其中一個鋁片

或二個鋁片未於切面影像中聚焦，表示整個乳房體積未能涵蓋在成像範圍

中。 

2.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準則不符，應先確認鋁片放置妥當後再重複測試。若

經重複測試仍與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執行臨床檢查前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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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管電壓準確性及再現性 

 

(一) 目的: 

 

確保控制面板所顯示之管電壓峰值之準確性在 5 % 之內，並且管電壓峰值

再現性的變異係數小於 0.02。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故障排除、相關維修後或相關零件更換後。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管電壓測試儀器：必須適用於乳房攝影 X 光能量範圍，並在校正期限內。 

（準確度應在 ± 1.5 kVp 內，精確性應有 0.5 kVp） 
 

2. 鉛皮或其他衰減物，可保護影像接收裝置。 
 

3. 可測量管電壓峰值、半值層及劑量之整合性固態偵檢器亦可使用，須校正

在所有會測試之靶極／濾片組合，或須有適當之校正因子供測量值校

正。。 

4. 附表 1-A-1 

 

 
 

(四) 測試步驟： 
 

1. 在手動模式下，選擇臨床上最常使用的管電壓峰值，且此管電壓峰值須介

於管電壓測試儀器可測量之準確範圍內，並記錄在附表 1-A-1 上。另外也

須記錄焦斑大小、曝露時間和管電流（或管電流時間乘積）。 

2. 根據管電壓測試儀器製造商的使用手冊，設定與擺設管電壓測試儀器。 
 

3. 在相同的手動條件下，重複曝露三次，並記錄所測量之管電壓峰值。 
 

4. 重複上述步驟在其他臨床使用的管電壓峰值，但只須在每種條件下曝露一次 

（再現性只須在最常使用的臨床管電壓峰值下測試即可，除非懷疑其他管

電壓峰值在使用時會變動，才需要重複曝露以評估再現性）。這些測量應

該至少包含臨床使用且測試儀器可測量的最低管電壓峰值，和臨床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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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管電壓峰值。 

5. 若系統具 DBT 模式，須在 DBT 固定角度模式下，重複步驟 1 至 4，測量

DBT 模式於臨床上最常使用、測試儀器可測量的最低管電壓峰值，和臨床

使用的最高管電壓峰值。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暨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為確認管電壓峰值的準確度，將測試步驟 3 中三次管電壓峰值讀值取平均

及將測試步驟 4 中每個測試管電壓峰值的讀值，與設定之顯示管電壓峰值

相比較。在下列條件下，管電壓峰值的準確性必須在顯示管電壓峰值±5 %

以內。 

 

(1) 臨床使用且測試儀器可測量的最低管電壓峰值。 
 

(2) 臨床上最常使用的管電壓峰值。 
 

(3) 臨床使用的最高管電壓峰值。 
 

2. 若平均管電壓峰值與顯示管電壓峰值之差異超過 ± 5 % 時（如顯示之管電

壓峰值為 30 kVp，則容許差異在 ± 1.5 kVp 之內），則需要請適當的維修

人員檢查乳房攝影機。 

3. 為確認管電壓的再現性，計算三次管電壓讀值之變異係數（標準差除以平均

值），臨床上最常使用的管電壓峰值，再現性的變異係數必須等於或小於  

0.02。若變異係數超過 0.02，則需要請適當的維修人員檢查乳房攝影機。 

4. 若於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發現測試結果與上

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執行臨床檢查前修正。 

5. 若於故障排除時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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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注意事項： 
 

須確認管電壓測試儀器已校正在所有會測試之靶極／濾片組合及管電壓峰

範圍，或須有適當之校正因子供測量值校正。若使用固態偵檢器評估管電壓峰

值，卻非校正在所測試之靶極／濾片組合，則在評估測得之管電壓峰值時須針

對讀值做適當之校正。針對非校正在所測試之靶極／濾片組合之固態偵檢器測

量管電壓峰值時之校正因子相關說明，請參考 FDA 相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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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射束品質的評估（半值層的測量） 

 

(一) 目的： 
 

為確保射束的半值層足夠以減低病人乳房劑量，又不致於過高而降低影像

的對比度。 

 

 
(二) 測試頻率： 

 

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故障排除、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臨床上針

對標準乳房（4.2 cm 厚的壓迫乳房組織，含 50 % 脂肪、50 % 乳腺成份）之

技術參數改變或有劑量改變之疑慮時。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劑量計：可使用游離腔和電量計或固態偵檢器 
 

(1) 游離腔和電量計：必須在乳房攝影的 X 光能量範圍內校正。 
 

(2) 固態偵檢器：須校正在所有會測試之靶極／濾片組合及射束品質，或須

有適當之校正因子供測量值校正。亦可使用測量管電壓峰值、半值層及

劑量之整合性設備。 

(3) 每片厚度為 0.1 mm  且純度為 99.9 % 的鋁片（型號 1145 鋁合金）， 

或純度為 99 % 的鋁片（型號 1100 鋁合金），每片鋁片的長與寬，須

足以涵蓋整個劑量計。每片鋁片的厚度之準確度須在 ± 1 % 以內。（注

意：使用型號 1100 鋁合金測量半值層，半值層的厚度至多會被低估 

7.5%，因此需將結果修正成型號 1145  鋁合金的測量結果。） 

 

2. 鉛皮或其他衰減物 
 

3. 附表 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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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測試步驟： 
 

1. 將乳房壓迫板升到最靠近 X 光管的位置。 
 

2. 放置鉛皮或其他可以保護影像接收裝置之設備在影像接收裝置上。 
 

3. 將劑量計放在距影像接收裝置支撐物 4.5 cm 高，左右置中且沿著影像接收

裝置的胸壁側邊緣向內延伸 4 cm，並確認整個劑量計在輻射照野內。 

4. 設定在測試項目三假體影像品質評估中影像品質測試假體所使用之管電壓

峰值、靶極材料及濾片組合並記錄在附表 1-A-2 上。 

5. 在手動模式下調整適當的管電流和曝露時間（或管電流時間乘積），所得

曝露值建議與曝露影像品質測試假體時相近，並記錄此管電流和曝露時間

（或管電流時間乘積）。 

6. 若可調整準直儀之大小，則將射束的照野儘量縮小至恰足以涵蓋整個劑量

計之大小（以減低散射輻射的影響）。 

7. 當 X 光管與劑量計之間沒有任何鋁片時，曝露一次並記錄讀值 (E0)。 
 

8. 選擇二種鋁片厚度，可以使讀值恰為未加任何鋁片時的讀值 (E0) 之一半以

上及以下： 

(1) 在 X 光管與劑量計之間的壓迫板上方，放入足夠厚度的鋁片 (ta)，並

開啟照野指示燈光以確定鋁片遮住劑量計。曝露一次並記錄讀值 

(Ea)，此讀值應恰大於未加任何鋁片時的讀值 (E0) 之一半。 

(2) 重複上述步驟，但增加 0.1 mm 的鋁片 (tb)，曝露一次並記錄讀值 

(Eb)， 此讀值應恰小於未加任何鋁片時的讀值 (E0) 之一半。 

9. 針對其他臨床使用的管電壓峰值及靶極／濾片組合，由最低到最高管電壓

峰值，重複上述步驟 5 至 8。 

10. 若系統具 DBT 模式，須在 2D 模式下或 DBT 固定角度模式下重複步驟 4 

至 9，測量 DBT 模式之臨床使用管電壓峰值及靶極／濾片組合。 
 

註：針對所有的靶極／濾片組合，皆應測試至少一個管電壓峰值之半值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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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根據下列的程序，使用對數內插的方法計算半值層 (HVL)。E0 代表未加鋁

片時的直接讀值，E0/2 代表直接讀值的一半。曝露值接近於 E0/2 的兩次測

量： 使 Ea 代表略大於 E0/2 的曝露值，而 ta 代表相對應的鋁片厚度，使 Eb 

代表略小於 E0/2  的曝露值，而 tb 代表相對應的鋁片厚度。半值層的計算如

下： 

 

（公式 A-2-1） 

 

 

其中半值層的單位與 ta 及 tb 濾片厚度單位相同。 

 
(六) 注意事項： 

 

1. 在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須測量所有靶極／

濾片組合及臨床所有使用之管電壓峰值範圍的半值層值。 

2. 在裝設新乳房攝影設備、相關維修或更換相關零件後，若機構採用新的臨床

管電壓峰值，不一定需要補測其半值層，若此新的管電壓峰值在測試時已測

之管電壓峰值範圍內， 則可利用內插法來求得其半值層，進一步計算平均

乳腺劑量。 

3. 若使用固態偵檢器測量劑量，須確認偵檢器已校正在所有會測試之靶極／濾

片組合及管電壓峰值範圍，或須有適當之校正因子供不同射束品質之射束所

得測量值做校正。若非校正在所測試之靶極／濾片組合及管電壓峰值範圍， 

或射束品質已被改變（如於 X 光管與劑量計之間加入鋁濾片），則在評估

測得之劑量值時須針對讀值做適當之校正。針對非校正在所測試之靶極／濾

片組合之固態偵檢器測量半值層時之校正因子相關說明，請參考 FDA 相關

指引。 

4. 若使用整合性固態偵檢器以一次性曝露的方式測量半值層值，除須確認前

述注意事項 3 外，應注意此時不適用本項測試所述之測試步驟，而可將測

得半值層值直接填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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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在乳房攝影之管電壓峰值範圍內（低於 50 kVp），於有壓迫板的情況下測

得之半值層應符合下列判定準則： 

 

 (公式 A-2-2) 

 

 

2. 若欲更嚴謹規範半值層之上限及下限值，亦可參考 IAEA 及 ACPSEM 之規

範： 

 (公式 A-2-3) 

 

 

對於鉬／鉬組合，C = 0.12 mm Al ;  對於鉬／銠組合，C = 0.19 mm Al ;  

對於銠／銠組合，C = 0.22 mm Al ; 對於銠／銀組合，C = 0.23 mm Al ; 

對於鎢／ 銠組合，C = 0.30 mm Al ; 對於鎢／銀組合，C = 0.32 mm Al ;  

對於鎢／鋁組合，C = 0.25 mm Al。 

 

若發現測試結果不符合準則 1，必須找到問題的來源，並在臨床使用前採取修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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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非年度測試 

一、假體影像品質 

 

(一) 目的： 

 
評估乳房攝影影像之品質及其隨時間之改變程度，並確認該假影不至於對

臨床影像產生明顯之影響。 

 

 
(二) 測試頻率： 

 
每週、相關維修後、當 DBT 模式外加設備裝設後（臨床使用前）。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 

 

2. 附表 2-01 

 

 

 

(四) 測試步驟： 

 
1. 選擇最大尺寸之影像照野及搭配該影像照野所用之壓迫板，並確認該壓迫

板為臨床最常使用（例如：彈性或固定）。 

2. 若使用 CR 系統，請注意影像板使用前必須先全面除影，並將裝載影像板

之片匣置於片匣支撐物中。 

3. 放置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於影像接收裝置支撐物上，粉紅色蠟片朝

向 X 光管，且置放於左右置中、邊緣對齊影像接收裝置支撐物胸壁側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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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降下壓迫板予以壓迫約 12 磅（5 daN 或 5 kgw）。注意於每次執行

本測試時，皆須使用相同之壓迫力。測試架設如下圖 2-1-1。 

 

 

 

 

 

 

 

 

 

 

 

 

圖 2-1-1：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架設示意。 
 
 

4. 確認下列設定與先前之設置一致：自動曝露控制模式、壓迫板與影像接收

裝置大小、壓迫板種類（彈性或固定）、壓迫力、自動曝露控制偵測器位

置（若可調整）、靶極／濾片（若為手動設定）、管電壓峰值（若為手動

設定）及曝露控制階層設定（若可調整）。 

5. 使用臨床上針對標準乳房所會選用的攝影模式予以曝露，記錄曝露所使用

之條件（靶極／濾片、管電壓峰值、管電流時間乘積等）及顯示平均乳腺

劑量（若可顯示）於附表 2-01。 

 

6. 若使用 CR  系統，讀取影像處理參數請依照製造商建議設定。 
 

7. 若為 DBT 系統，請另行選擇 DBT 模式或複合模式予以曝露。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測試架設如下圖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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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DBT 系統下，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架設示意圖。 
 

 

8.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重複上述步驟 1 至 5，取得

外加設備時曝露所得之 2D 模式影像。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於進行影像評估前，儘可能將擷像工作站所在檢查室之照度調整至與醫師

閱片室照度相似。 

1. 使用擷像工作站之螢幕判讀已經後處理之假體影像。 

註：若擷像工作站無法檢視 DBT 模式之假體影像，則可改用閱片工作站以

評估 DBT 模式之假體影像。 

 

2. 將窗寬、窗高調整至所有測試物皆清晰適合判讀，亦可使用放大功能來協

助判讀。 

3. 若為 DBT 模式，請滾動到模擬物最清楚可見的切面進行評分。 

 

4.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亦應評估外加設備下的 2D 模式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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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判讀原則如下： 
 

(1) 由較大之模擬物開始計分，符合下列標準則評為 1 分： 
 

a. 纖維：整條纖維完整 (≥ 8 mm) 且位置正確。若於整條纖維內只有一

小段斷裂，且斷裂之長度小於該纖維之寬度，則在整條纖維之長度

可見的情況下，仍可視為可見一條纖維。 

b. 鈣化點群：可見 4～6 個鈣化點，且位置正確。 

c. 腫塊物：可明顯看出其圓形邊緣（≥ 3/4 圓周為連續，且整體呈現圓

形），且位置正確。 

(2) 符合下列標準則評為 0.5 分： 
 

a. 纖維：至少半條纖維（5 mm ≤ 可見長度 ＜ 8 mm）且位置正確。若

於纖維內只有一小段斷裂，且斷裂之長度小於該纖維之寬度，則在纖

維之長度可見至少 5 mm 但小於 8 mm 的情況下，仍可視為可見半條

纖維。 

b. 鈣化點群：可見 2～3 個鈣化點，且位置正確。 

c. 腫塊物：可看出腫塊物之存在，且位置正確，但其圓形邊緣不連續或

無法明確視其為圓形（1/2 ≤ 可見圓周 < 3/4）。 

(3) 若未達 0.5 分之標準，則計為 0 分。 

 

(4) 不考量存在類似模擬物之假影而扣除分數。 

 
由較大之模擬物開始計分，直到模擬物之判分未達 0.5 分為止，將各項模擬 

 

物之分數分別加總，記錄於附表 2-0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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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仔細評估影像中是否有大範圍假影，如：不均勻、斑塊狀或條紋狀等，或

細微假影，如：黑或白點（群）、線條或灰塵等，必要時亦可使用放大功

能來協助評估。 

7. 優先排除假體所造成之假影來源，如果有固定在同一方向的假影或非均勻

性出現在偵檢器，並且可能會遮蔽或誤判為乳房組織或乳房病理構造，應

確認假影或非均勻性是起因於乳房攝影儀之 X 光輸出端、影像接收裝置或

工作站螢幕。 

8. 若懷疑假影可能因影像處理所造成或因影像處理而過於明顯，則改使用未

經處理之假體影像進行評估。 

9. 完成假影排除措施後，應重新執行假影評估測試。 

 

10. 記錄假影評估之結果於附表 2-01，若有假影存在，亦須記錄假影呈現之形式。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 

1. 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之評估結果須至少可見纖維 2 分、鈣化 

 

點群 3 分及腫塊物 2 分。 
 

注意：若發現到此次測試和前次測試間所觀察之可見模擬物分數有明顯之

改變，應與前次測試影像直接進行比較，以確定影像品質是否確實

明顯改變。 

2. 若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執行臨床

檢查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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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影評估 

 

1. 不可有干擾鄰床診斷的假影或非均勻性存在。若假影位置會影響臨床影像， 

且符合下列呈現形式之一，則本測試結果判定為不合格： 

(1) 假影與假體可見模擬物相同明顯或更明顯，或 

 

(2) 假影遮擋到假體可見模擬物，或 
 

(3) 假影可能影響臨床影像診斷判讀。 
 

2. 如果假影或非均勻性始終存在，並且可能干擾臨床影像診斷，查明後發現

假影之來源為乳房攝影儀之 X 光輸出端或影像接收裝置，則於再次執行臨

床檢查前修正。 

注意：若設備於二次年度品保期間置換了部分的影像板，非年度品保人員應於

臨床使用前執行本項目並符合效能判定準則。



87  

二、電腦放射攝影 (CR) 片匣除影 

 
(一) 目的： 

 
確認 CR 片匣於使用前無影像訊號，以致不會影響影像品質。 

 

 
 

(二) 測試頻率： 每週。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所有之 CR  片匣及讀片機 

 

2. 附表 2-02 

 

 

 

(四) 測試步驟： 

 
1. 從 CR 讀片機的選單功能中，選取「除影」功能。 

 

2. 將 CR 片匣置於讀片機並啟動除影功能。 
 

3. 若 CR 片匣除影失敗，則重複步驟 1 至 2。若仍然無法成功除影，則記錄

除影日期、片匣號碼及錯誤訊息於附表 2-02 中。 

4. 重複步驟 1  至 3 進行針對所有 CR 片匣進行除影。 

 

5. 於完成本測試後記錄日期及執行人員於附表 2-02。 
 

6. 針對步驟 3 中除影失敗的 CR 片匣後續交付工程師進行維修，則於

附表 2-02 記錄維修日期及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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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所有的 CR  片匣皆應成功完成片匣除影。 

 

2. 若 CR 片匣除影失敗，則先重複除影過程。若仍然無法成功完成除影，則記

錄錯誤訊息並將 CR 片匣交付工程師進行維修。在該 CR 片匣維修完成前不

可繼續使用於臨床。 

3. 於工程師維修完成後，CR 片匣應先完成除影後才可繼續使用於臨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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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壓迫厚度顯示準確性 

 

(一) 目的： 

 
確認乳房攝影設備之壓迫厚度顯示符合規範。 

 

 

 
(二) 測試頻率： 

 
每月、對壓迫厚度顯示之功能有疑慮時、當 DBT 模式外加設備裝設後（臨

床使用前）。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可用來執行壓迫厚度顯示評估之假體或物件，例如：範圍為 10 cm × 10 cm 

 

（或略小）且厚度約為 4 至 6 cm 之均質假體、可模擬標準乳房大小且厚 
 

度約為 4 至 6 cm  之物件等 
 

2. 可測量單位為 cm 及 mm  之尺標 
 

3. 附表 2-03 

 

 

 

(四) 測試步驟： 

 
1. 將執行壓迫厚度顯示評估之假體或物件說明記錄於附表 2-03。 

 

2. 使用尺標測量假體或物件之厚度，並將假體或物件之實際厚度記錄於表格中。 
 

3. 於一般模式之設置下，將假體或物件置於乳房支撐平台上左右置中並使其

切齊乳房支撐平台的胸壁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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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裝設點壓迫板 (spot compression paddle)，若設備未配置點壓迫板，則

使用最小之非彈性壓迫板。 

注意：若設備本身可切換壓迫板的彈性壓迫功能，則須關閉彈性壓迫功能。 

 

5. 降下壓迫板，施以 10 ~ 15 磅（4.4 ~ 6.7 daN 或 4.5 ~ 6.8 kgw）的

力道壓迫假體或物件上，並記錄此時的壓迫厚度顯示值。 

6. 解除壓迫。 

 

7.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重複上述步驟 1 至 6，取得

外加設備時所得之壓迫厚度顯示值。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計算壓迫厚度顯示值與假體或物件實際厚度間之差異，並記錄於附表 2-03。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設備上壓迫厚度顯示值與實際厚度之偏差須在 ± 0.5 cm 內。 

 

2. 若測試結果與上述準則不符，應先確認假體或物件的實際厚度後再重複測

試。若經重複測試仍與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 30 日內完成修

正。



91  

四、目視檢查 

 

(一) 目的： 

 
確保數位乳房攝影 Ｘ 光系統的指示燈、顯示器、機械卡榫和制動裝置正

確運作。 

 

 
(二) 測試頻率： 

 
每月，在相關維修後，當 DBT 模式外加設備裝設後（臨床使用前）。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附表 2-04 

 

 

 

(四) 測試步驟： 

 
1. 依據附表 2-04 中所列出項目，檢查各項目並記錄其狀態。務必按照實際

臨床狀況來旋轉 C 型臂。 

2. 若品保人員所建議的特定檢查項目未列在表格中時，請將其添加到表格

中。 

3. 記錄執行日期和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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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注意事項： 

 
1. 當發現壓迫板、擋臉板 (face shield) 或乳房支撐平台有裂縫時，須指出

會影響病人安全和影像品質的裂縫，若僅是微小裂縫並不一定會對安全上

或影像品質上有所影響。如果不確定裂縫對影像品質或安全性的影響程

度，請諮詢乳房攝影影像診斷的放射科醫師。 

2. 檢查表格中有些檢查項目對放射師而言是很方便確認的，然而這些檢查項

目的確認對病人安全和高品質診斷影像是非常重要的，若有需要，可以在

檢查表格中添加特定檢查項目，這些特定檢查項目是依據該設備或程序的

特質而設立的。例如，不同的設備系統將有其各自應該檢查的特殊項目。

至於原製造商的建議項目是否為必要項目，請諮詢品保人員。 

3.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在外加設備時進行相關項目之

檢查。 

4. 檢查表格中的項目若有不適用於該系統則應標記為「不適用 (NA)」（例

如， 如果不是 CR 設備，則「影像板和 CR 片匣的狀況」就無需檢查）。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下列項目是檢查表格中的重要評估項目，若有故障則必須在臨床檢查前完

成修復或更換故障零件： 

(1) 所有卡榫必須正常運作。 

 

(2) 壓迫板／擋臉板不得破裂。 
 

(3) 乳房支撐平台不得破裂。 
 

(4) CR 片匣支撐物組件必須正確地固定 CR 片匣（尺寸分小型和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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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R 影像板和片匣必須維持於良好的狀態。CR 片匣不可有裂縫與凹痕， 

閂鎖 (latches)  應正常運作，片匣在 CR  讀片系統中平穩地運行。 

(6) DBT 組件的移動必須符合其設計的運動範圍。 

 

2. 列於檢查表格中的下列項目為次要重要評估項目，若有故障或不合格則須在 
 

30 日內完成修復： 
 

(1) 放大架和壓迫板必須沒有灰塵。 
 

(2) 乳房 X 光檢查室和檯面必須沒有灰塵。 
 

(3) 指示燈必須有效運作。 
 

(4) 準直儀內的燈必須正常運作。 
 

(5) 電纜線必須放置在安全的位置。 
 

(6) C 型臂運動必須是平穩的。 
 

(7) 壓迫板的移動必須是平穩的。 
 

3. 若有應檢查的項目，卻未列在檢查表格中的，則需補上。設備故障時，應

盡快請適當的維修人員來進行維修或更換。 

4. 重要評估項目若不合格，須於再次臨床檢查前立即修正；若為其他次要重

要的評估項目，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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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擷像工作站品管 

 

(一) 目的： 

 
1. 確認工作站螢幕表面是否有灰塵、指紋、異物或其他標示物而可能干擾臨

床影像之診斷。 

2. 確保工作站之亮度與對比都經過正確的校正與設定。 

 

3. 若螢幕配有原製造商內建之自動測試功能，確保所有螢幕經過自動測試後， 

均符合原製造商之建議規範。 

注意：若螢幕原製造商所提供之原製造商文件中包含自動測試之內容，則

必須執行螢幕之自動測試。 

 

 
(二) 測試頻率： 

 
每月、相關維修後、安裝新設備後（臨床使用前）。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乾燥、柔軟的無絨布或螢幕原製造商推薦的清潔紙巾。 

 

注意：任何其他清潔方法都可能導致損壞螢幕表面防反射塗層。請遵循您

的螢幕原製造商的建議使用適當的清潔方式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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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議使用 AAPM TG 18-QC 測試圖像（圖 1-8-1），若螢幕內未安裝此測試

圖像，可請工程師協助安裝。若無法安裝 AAPM TG 18-QC 測試圖像，則可

使用 SMPTE 測試圖像（圖 1-8-2）或其他可做類似評估之測試圖像。若擷

像工作站螢幕仍無法使用此些測試圖像，則相關測試內容可省略。 

3.   附表 2-05。 

 

 
 

(四) 測試步驟： 

螢幕狀態 

1. 檢視螢幕表面是否有灰塵、刮痕、指紋、其他異常的亮塊（如：膠痕等）

或是其他異物。 

2. 若有上述異常的情形，請使用沾有水的柔軟無絨布或布輕輕擦拭螢幕表面， 

並特別注意上述異常的情形。接著以乾的柔軟無絨布輕輕擦拭螢幕表面。亦

可使用螢幕原製造商推薦的特殊用途清潔紙巾。 

3. 螢幕清潔並乾燥後，重新檢查螢幕表面，確保步驟 1 中發現的異常已被清

除。 

4. 於附表 2- 05 記錄重要發現（請參照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測試圖像影像品質 

 
1. 將擷像工作站所在檢查室內的環境照度調整至與醫師閱片室的環境照度相

近。 

2. 將測試圖像顯示於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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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以下項目進行評估，並將判定結果記錄於附表 2-05 中（有關螢幕測

試圖像之評估請參照圖 1-8-1 進行評估）。 

(1) 圖像上 0 % - 5 %  之對比方塊是否可被清楚辨別？ 

 

(2) 圖像上 95 % - 100 % 之對比方塊是否可被清楚辨別？ 
 

(3) 高對比解析度之線對在圖像中央與四個角落是否可被清楚辨別？ 

 

 
 

螢幕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若可適用） 

 
1. 開啟螢幕原製造商之螢幕自動測試工具。 

 

2. 檢視所有測試結果，確認測試結果皆合格。 
 

3. 定期記錄過去所有測試結果於附表 2-05  中。 

 

 
 

(五) 注意事項： 

 
1. 理想情況下，螢幕應無灰塵、指紋和其他痕跡。同樣，表面上也不應有異常

的亮塊或明顯的不均勻性。若有干擾診斷或品保的異常狀況，則必須修正。 

2. 大多數問題可以根據原製造商的說明進行清潔修正。若問題仍持續存在，

應聯繫原製造商評估並修正問題。 

3. 請勿使用清潔產品、粗糙拭布或酒精等會損壞螢幕上防反射塗層的清潔用具。 

 

4. 雖然放射師每月必須針對螢幕進行徹底的檢查與記錄，但在日常使用中若

於擷像工作站中發現異常，仍應清除髒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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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數情況下，原製造商提供的操作手冊或發布檔案中會提供螢幕自動測試

和效能判定準則，各家製造商通常具有特定測試而這些測試極有用於維護

螢幕品質。如果螢幕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可用，應確認該測試的設置與功

能是否正常。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螢幕狀態 

1. 螢幕表面不應存在灰塵、指紋或其他標示物，若有這些情形存在，大部分

應可依據原製造商所建議的清潔程序進行清潔。若依據原製造商所建議的

程序仍無法完成清潔，則應聯繫原製造商進行改善措施。 

2. 任何影響影像評估或是肉眼可以辨識之明顯缺陷，都視為測試結果不合格， 

需要改善。若無法判定缺陷之嚴重程度，請與主要負責乳房攝影影像診斷的

放射科醫師討論。 

3.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

於臨床檢查前修正。 

 

 
測試圖像影像品質 

 
1. 圖像上 0 % - 5 %  及 95 % - 100 % 之對比方塊可被清楚辨別。 

 

2. 高對比解析度之線對在圖像中央與四個角落可被清楚辨別。 
 

3.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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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若可適用） 

 
1. 所有螢幕皆需通過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 

 

2.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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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放射科醫師閱片工作站品管 

 

(一) 目的： 

 
1. 確認工作站螢幕表面是否有灰塵、指紋、異物或其他標示物而可能干擾臨

床影像之診斷。 

2. 確保工作站之亮度與對比都經過正確的校正與設定。 

 

3. 若螢幕配有原製造商內建之自動測試功能，確保所有螢幕經過自動測試後， 

均符合原製造商之建議規範。 

注意：若螢幕原製造商所提供之原製造商文件中包含自動測試之內容，則

必須執行螢幕之自動測試。 

4. 確保影像品質符合臨床診斷之影像品質，並可一致性呈現，同時沒有產生

明顯的假影。 

 

 
(二) 測試頻率： 

 
每月、相關維修後、安裝新工作站後（臨床使用前）。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乾燥、柔軟的無絨布或螢幕原製造商推薦的清潔紙巾 

 

注意：任何其他清潔方法都可能導致損壞螢幕表面防反射塗層。請遵循您

的螢幕原製造商的建議使用適當的清潔方式和材料。 

2. 可用做乳房攝影假體影像品質評估之假體影像，例如第貳章測試項目一假

體影像品質評估所得之影像品質測試假體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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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議使用 AAPM TG 18-QC 測試圖像（圖 1-8-1），若螢幕內未安裝此測試

圖像，可請工程師協助安裝。若無法安裝 AAPM TG 18-QC 測試圖像，則可

使用 SMPTE 測試圖像（圖 1-8-2）或其他可做類似評估之測試圖像。若閱

片工作站螢幕仍無法使用此些測試圖像，則相關測試內容可省略。 

4.   附表 2-06。 

 

 
 

(四) 測試步驟： 

螢幕狀態 

1. 檢視螢幕表面是否有灰塵、刮痕、指紋、其他異常的亮塊（如：膠痕等）

或是其他異物。 

2. 若有上述異常的情形，請使用沾有水的柔軟無絨布輕輕擦拭螢幕表面，並

特別注意上述異常的情形。接著以乾的柔軟無絨布輕輕擦拭螢幕表面。亦

可使用螢幕原製造商推薦的特殊用途清潔紙巾。 

3. 螢幕清潔並乾燥後，重新檢查螢幕表面，確保步驟 1 中發現的異常已被清

除。 

4. 於附表 2-06 記錄重要發現（請參照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及假影評估 

1. 將第貳章測試項目一之影像品質測試假體影像顯示於閱片工作站螢幕。 

 

2. 評估假體影像品質與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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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圖像影像品質 

 

1. 將測試圖像顯示於閱片工作站螢幕。 
 

2. 根據以下項目進行評估，並將判定結果記錄於附表 2-06 有關螢幕測試圖

像之評估請參照圖 1-8-1 進行評估）。 

(1) 圖像上 0 % - 5 %  之對比方塊是否可被清楚辨別？ 

 

(2) 圖像上 95 % - 100 % 之對比方塊是否可被清楚辨別？ 
 

(3) 高對比解析度之線對在圖像中央與四個角落是否可被清楚辨別？ 

 

 
 

螢幕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若可適用） 

 

1. 開啟原製造商之螢幕自動測試工具。 
 

2. 檢視所有測試結果，確認測試結果皆合格。 
 

3. 記錄上述測試結果。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及假影評估 

 

依據第貳章測試項目一之假體影像品質及假影評估原則進行評估，並將結

果記錄在附表 2-0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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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注意事項： 

 
1. 理想情況下，螢幕應無灰塵、指紋和其他痕跡。同樣，表面上也不應有

「閃亮」的班塊或明顯的不均勻。如下所述，會干擾診斷或品管的異常必

須修正。若無法判定問題之嚴重程度，請與主要負責乳房攝影影像診斷的

放射科醫師討論。 

2. 大多數問題可以根據原製造商的說明進行清潔修正。若問題仍持續存在，

應聯繫原製造商評估並修正問題。 

3. 請勿使用清潔產品、研磨材料或酒精等會損壞螢幕上防眩光與防反射塗層

的清潔用具。 

4. 雖然放射師每月必須針對螢幕進行徹底的檢查與紀錄，但乳房攝影影像診斷

的放射科醫師在日常使用中若於其閱片工作站中發現異常，仍應清除髒汙。 

5. 多數情況下，原製造商提供的操作手冊或發布的檔案中會提供螢幕自動測

試和效能判定準則，各家製造商通常具有特定測試而這些測試極有用於維

護螢幕品質。如果螢幕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可用，應確認該測試的設置與

功能是否正常。 

 

 
(七)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螢幕狀態 

1. 螢幕表面不應存在灰塵、指紋或其他標示物，若存在此些情形，大部分應

可依據原製造商所建議的清潔程序進行清潔。若依據原製造商所建議的程

序仍無法解決問題，則應聯繫原製造商進行改善措施。



103  

2. 任何影響影像評估或是肉眼可以辨識之明顯缺陷，都視為測試結果不合格， 

需要改善。若無法判定缺陷之嚴重程度，請與主要負責乳房攝影影像診斷之

放射科醫師討論。 

3.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

於臨床檢查前修正。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及假影評估 

 

1. 不可有會干擾鄰床診斷的假影或非均勻性存在。若假影位置會影響臨床影

像， 且符合下列呈現形式之一，則本測試結果判定為不合格： 

(1) 假影與假體可見模擬物相同明顯或更明顯，或 

 

(2) 假影遮擋到假體可見模擬物，或 
 

(3) 假影可能影響臨床影像診斷判讀。 
 

2. 判斷假影來源為 X 光系統、偵檢器或是螢幕。若假影來源為螢幕，必須在

螢幕完成維修後，才能用來作為影像顯示設備。 

3.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之評估結果須至少可見纖維 2 分、鈣化點群 3 

 

分及腫塊物 2 分。 
 

4.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

於臨床檢查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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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圖像影像品質 

 

1. 圖像上 0% - 5%  及 95 % - 100 % 之對比方塊可被清楚辨別。 
 

2. 高對比解析度之線對在圖像中央與四個角落可被清楚辨別。 
 

3.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螢幕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若可適用） 

 
1. 所有螢幕皆需通過原製造商之自動測試。 

 

2.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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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印片機品管 

 

(一) 目的： 

 
確保使用印片機輸出影像之影像品質足夠且一致。 

 

 

 
(二) 測試頻率： 

 
1. 每月（若印片機使用頻率大於一個月，則在列印臨床影像前做測試）。 

 

2. 相關維修後（臨床使用前）。 
 

3. 安裝新設備後（臨床使用前）。 

 
注意：只有當印片機輸出臨床影像時（如：用做診斷或提供給病人及乳房攝影

影像診斷的放射科醫師），才須執行測試。若臨床並不使用印片機，院

方應於品保文件上記錄臨床不使用印片機。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光密度計 

 

2. 影像品質測試假體影像（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影像） 
 

3. 附表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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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測試步驟： 

 
1. 將第貳章測試項目一中的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影像不做窗寬及窗高

之調整，以臨床最常使用之底片大小經由印片機輸出。影像儘量以擷像之

原始大小輸出，不做放大或縮小。 

2. 在紀錄表上，記錄用來輸出影像的工作站名稱。 

 

3. 檢視影像並以光密度計測量光密度值，並記錄於附表 2-07。 

 

 
 

(五) 資料分析與詮釋：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及假影評估 

 

1. 依據第貳章測試項目一中假體影像評分原則進行假體影像品質評估。 
 

2. 依據第貳章測試項目一中假影判定原則進行假影評估。 
 

3. 將結果記錄於附表 2-07。 

 

 
 

光密度值 

 

以下為輸出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影像之分析方式： 

 
1. 在輸出的假體影像中，使用光密度計測量空腔內、外的光密度值，分別記

做空腔內光密度值 (ODcavity) 及背景光密度值 (ODBG) 於附表 2-07。 

2. 將空腔內光密度值減去背景光密度值，得到對比值。 

 

3. 使用光密度計測量假體影像外，空氣部分的光密度值，記為最大光密度值

(Dmax)。若假體影像佔滿整個底片範圍，則可輸出任一個臨床乳房攝影影

像， 並測量乳房外的光密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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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驟 1 及 3  中光密度值的測量位置如下圖 2-7-1  所示。 
 

 

 

 

 

 

 

 

 

 

 

 

圖 2-7-1：光密度值測量位置示意圖。 
 
 

(六) 警示與中止： 

 
實際上，許多單位並未使用影像底片來作為最終診斷的依據。即使影像只

是輸出給患者、健康管理單位，或是檢查單位作為備份用，仍然應依規定的頻

率執行列印機品保測試。 

 

 
(七)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假體影像品質評估及假影評估 

1. 不可有會干擾鄰床診斷的假影或非均勻性存在。若假影位置會影響臨床影

像， 且符合下列呈現形式之一，則本測試結果判定為不合格，此時須判斷假

影來源是否為印片機所造成： 

(1) 假影與假體可見模擬物相同明顯或更明顯，或 

 

(2) 假影遮擋到假體可見模擬物，或 
 

(3) 假影可能影響臨床影像診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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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影像，其影像分數須符合：纖維 ≥ 2.0； 

鈣化點群 ≥ 3.0；腫塊物 ≥ 2.0。 

3. 當影像分數判定為不合格時，須在印片機完成維修後，才能用來作為臨床

影像之輸出。 

4. 若假影判定為不合格，且其來源為印片機，或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

符， 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於臨床檢查前修正。 

 

 
光密度值 

 

使用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影像時，應符合： 

 
1. 背景光密度值須 ≥ 1.6（建議介於 1.7 至 2.2，接近 2.0 最佳）。 

 

2. 對比值須 ≥ 0.1。 
 

3. 最大光密度值須 ≥ 3.1（建議 ≥ 3.5）。 
 

4.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

於臨床檢查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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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看片箱清潔 

 

(一) 目的： 

 
確保看片箱與看片環境維持最佳狀況。若非使用看片箱執行院內／外影像

主要判片，則可免執行此項測試。 

 

 
(二) 測試頻率： 

 
每月、相關維修後、安裝新看片箱後（臨床使用前）。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原製造商建議之清潔用品 

 

2. 無絨布或清潔紙巾 
 

3. 附表 2-08 

 

 

 

(四) 測試步驟： 

 
1. 使用原製造商建議之清潔用品與無絨布或清潔紙巾清潔看片箱表面。 

 

2. 確認所有標記已被移除。 
 

3. 目視評估看片箱亮度均勻性。 
 

4. 確認看片箱遮罩設備功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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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注意事項： 

 
1. 由於臨床仍有影像僅能以傳統底片方式輸出，故高品質之看片箱仍具有其

重要性。乳房攝影影像診斷的放射科醫師其診斷準確性與效率會受判片環

境影響，而判片環境則受看片箱亮度、暗室照度、看片箱表面接受之光源

與看片箱遮罩功能影響。 

2. 影像之對比於乳房攝影影像中占有重要角色，且會受外來光源影響。因此， 

看片箱應避免放置於窗戶旁、其他看片箱旁、其他光源旁或反／折射物旁， 

以避免其他光源影響。 

3. 使用於乳房攝影之看片箱應提供相較於一般攝影影像判片時為高的亮度，

因此需將非乳房攝影影像之區域以遮罩覆蓋，以減少外來光源而造成降低

影像對比，以避免底片之最大光密度受到限制。 

4. 若非年度品保人員使用其他看片箱以確認底片光密度，則這個看片箱應與

判片用看片箱有相同的條件，包括亮度、光源色彩與暗室環境皆與判片用

看片箱相同。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應使用安全且適當之清潔劑清除標記。 

 

2. 若看片箱亮度不均勻，應立即更換此看片箱所有燈泡（燈管）。 
 

3. 若看片箱遮罩功能不全，應予以適當的維修。 
 

4. 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應於再次使用於臨床判片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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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壓迫力測試 

 

(一) 目的： 

 
確認乳房攝影設備之壓迫力符合下列原則： 

 
1. 在於手動微調壓迫力及於非手動之電動趨動初始壓迫力時皆可提供足夠的

壓迫力。 

2. 於電動驅動模式時初始壓迫力不致過大。 

 

3. 於整個取像過程中皆可維持足夠的壓迫力。 

 

 

 
(二) 測試頻率： 

 
每半年、對壓迫力有疑慮時、當 DBT 模式外加設備裝設後（臨床使用前）。 

 

 
 

(三) 測試所需設備： 

 
1. 已校正之體重計或其他經特殊設計用來測試壓迫力的工具： 

 

(1) 體重計須為平面、傳統之類比數值顯示機型。數位數值顯示之機型可

能無法適當反應出壓迫力緩慢施加的情況，但若該數位數值顯示機型

乃針對壓迫力測試而設計，則可以使用。 

(2) 其他經特殊設計用來測試壓迫力的工具：須為經校正之工具，例如：

數位測量計 (digital gauge) 等。 

2. 用來做為緩衝之毛巾數條 

 

3. 附表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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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測試步驟： 
 

以下為使用體重計測量壓迫力的測試步驟，使用其他特殊設計的測試壓迫力

工具則須調整測試步驟。 

1. 放置毛巾於乳房支撐平台上，再將體重計置於毛巾上，體重計的中央置於

壓迫板下方。（體重計的顯示數值螢幕可置於方便計讀的位置） 

2. 將多條毛巾放置於體重計上，以避免於壓迫時損壞壓迫板。 

 

3. 確認手動微調裝置可提供足夠的壓迫力： 
 

(1) 使用手動微調裝置施予壓迫力，直到體重計顯示 25 磅（11.1 daN 或 
 

11.4 kgw）。 
 

(2) 在附表 2-09  上記錄結果，並解除壓迫。 
 

4. 確認電動驅動之初始壓迫最大壓迫力介於 25 至 45 磅（11.1 至 20.0 daN 

 

或 11.4 至 20.4 kgw）之間： 
 

(1) 使用非手動之電動驅動裝置 (如腳踏板) 施予壓迫，直到壓迫自動停止。 
 

(2) 在附表 2-09 上記錄此最大壓迫力。 
 

5. 確認於整個取像過程中皆可維持足夠的壓迫力： 
 

(1) 觀察在完成一次曝露或由電動趨動至手動微調壓迫力所需的時間間隔

中，是否可至少維持 25 磅 （11.1 daN 或 11.4 kgw）之壓迫力。 

(2) 若使用手動微調壓迫力，則須確認在曝露完成前的時間間隔內須可壓

迫力至少 25  磅（11.1 daN 或 11.4 kgw）。 

(3) 在附表 2-09  上記錄結果。 

 

6. 解除壓迫。 
 

7. 若系統於執行 DBT 模式時須外加設備，則須在外加設備時重複上述步驟 1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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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注意事項： 

 
於部分的乳房攝影設備因其特殊設計（如：Siemens Mammomat），在電動

趨動模式之初始壓迫下不會施加最大壓迫力，此時須要再踩腳踏板以讓設備可

施加最大壓迫力，如此方可得到正確的評估結果。 

 

 
(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手動微調及電動驅動初始壓迫力皆須至少 25 磅（11.1 daN 或 11.4 kgw）。 

 

2. 電動驅動之初始壓迫最大壓迫力須介於 25 至 45 磅（11.1 至 20.0 daN 或 
 

11.4 至 20.4 kgw）之間。 
 

3. 在由電動趨動至手動微調壓迫力所需的時間間隔中，至少維持 25 磅（11.1 

daN 或 11.4 kgw）之壓迫力。使用手動微調裝置後，則在曝露完成前的時

間間隔內亦須可持續壓迫力至少 25  磅（11.1 daN 或 11.4 kgw）。 

4. 若測試結果與上述任一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使用於臨

床檢查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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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平均乳腺劑量之轉換因子表 

表 a、壓克力的劑量轉換因子 g factor × c factor (mGy/R)（表中因子已包含劑量 

－曝露轉換因數 8.76 mGy/R） 
 

壓克力

厚度 

（cm） 

等效乳

房厚度 

（cm） 

  HVL 

  （mm Al） 

  

0.3 0.35 0.4 0.45 0.5 0.55 0.6 

2 2.1 2.9434 3.3025 3.6354 3.9420 4.2223 4.4939 4.7216 

3 3.2 2.1462 2.4265 2.6981 2.9609 3.2237 3.4952 3.7405 

4 4.5 1.6732 1.9009 2.1112 2.3477 2.5930 2.8207 3.0748 

5 6 1.3753 1.5680 1.7345 1.9360 2.1462 2.3564 2.5930 

6 7.5 1.1651 1.3228 1.4717 1.6381 1.7783 2.0148 2.2163 

7 9.0 0.9811 1.1125 1.2439 1.3753 1.5155 1.6994 1.8834 

8 10.3 0.8497 0.9636 1.0862 1.1914 1.3140 1.4804 1.6469 

註：本表依據英國之國家健康服務乳房篩檢計畫 (NHSBSP) 與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之數位

乳房攝影設備相關品保報告，再做單位轉換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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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0 % BR-12 及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的 g factor × c factor (mGy/R) 

（表中因子已包含劑量－曝露轉換因數 8.76 mGy/R） 
 

假體厚度 

（cm） 

  HVL （mm 

Al） 

  

0.3 0.35 0.4 0.45 0.5 0.55 0.6 

2 3.4164 3.7931 4.1435 4.4588 4.7567 5.0195 5.1421 

4 1.8133 2.0586 2.2864 2.5316 2.7857 3.0310 3.2762 

4.2 1.7292 1.9640 2.1847 2.4230 2.6700 2.9083 3.1536 

6 1.1826 1.3490 1.5067 1.6819 1.8746 2.0674 2.2864 

8 0.8585 0.9811 1.1038 1.2264 1.3490 1.5330 1.7082 

註：本表節錄自美國放射學院數位乳房攝影品保手冊，其依據英國之國家健康服務乳房篩檢計

畫 (NHSBSP) 與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之數位乳房攝影設備相關品保報告，進行單位轉

換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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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各種靶極／濾片組合之 s factor 
 

 

靶極 

 

濾片 
濾片厚度 

（μm） 

 

s 
factor 

鉬（Mo） 鉬（Mo） 30 1.000 

鉬（Mo） 銠（Rh） 25 1.017 

銠（Rh） 銠（Rh） 25 1.061 

銠（Rh） 銀（Ag） 30 1.087 

鎢（W） 銠（Rh） 50－60 1.042 

鎢（W） 銀（Ag） 50－75 1.042 

 

 

 
表 c-2、鎢（W）／鋁（Al）在不同乳房厚度及濾片厚度組合之 s factor 

 

s factor 

壓克力厚度 

（cm） 

等效乳房厚度 

（cm） 

濾片厚度: 

0.5 mm Al 

濾片厚度: 

0.7 mm Al 

2 2.1 1.075 1.052 

3 3.2 1.104 1.064 

4 4.5 1.134 1.082 

5 6 1.160 1.105 

6 7.5 1.181 1.123 

7 9.0 1.198 1.136 

8 10.3 1.208 1.142 

註：表 c-1 及 c-2 彙整自歐盟乳癌篩檢與診斷之乳房攝影品管指引及其補充文件與 2017 年

更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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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不同廠牌/型號之 DBT攝影儀在不同乳房厚度下之 T- factor 

 

註 1：假定所有投照角度下之幅射輸出相等。 

 
註 2：本表彙整自歐盟數位乳房斷層層析攝影品管手冊與英國之國家健康服務乳房篩檢計畫 (NHSBSP) 之數位乳房斷層層析

攝影設備品保報告。

T-factor 
壓克力厚

度(cm) 

等效乳房

厚度(cm) 

 

Fujifilm 

±7.5° 

 

Fujifilm 

±20° 

 

GE 

±12.5° 

 

Hologic 

±7.5° 

 

IMS 
註 1

 

±20° 

 

IMS 

Class 
註 

1
 

±15° 

 

Siemens 

 

±25° 

2 2.1 0.997 0.985 0.993 0.997 0.985 0.990 0.979 

3 3.2 0.996 0.980 0.991 0.996 0.980 0.988 0.973 

4 4.5 0.996 0.978 0.990 0.996 0.977 0.986 0.969 

4.5 5.3 0.995 0.976 0.989 0.995 0.976 0.985 0.968 

5 6.0 0.995 0.975 0.988 0.994 0.974 0.984 0.966 

6 7.5 0.994 0.973 0.987 0.994 0.973 0.983 0.964 

7 9.0 0.993 0.971 0.985 0.992 0.970 0.981 0.962 

8 10.3 0.994 0.969 0.984 0.993 0.969 0.980 0.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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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中英名詞對照表 

 

英文名詞 中文名詞 

acceptable level 限值 

accuracy 準確性 

achievable level 參考值 

acquisition workstation (AW) 擷像工作站 

add-on DBT device DBT 模式外加設備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ACR) 

美國放射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Radiology 

digital mammography phantom 
美國放射學院認證之數位乳房假體 

anode-cathode axis 陰極–陽極軸 

angular indication 角度指示裝置 

automatic decompression 自動解除壓迫 

automatic exposure control (AEC) 自動曝露控制 

automatic exposure control cell 自動曝露控制偵測器 

average glandular dose (AGD) 平均乳腺劑量 

backscatter 回散射 

background density (BD) 背景光密度 

breast support 乳房支撐平台 

cassette 片匣 

cassette holder 片匣支撐物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CV) 變異係數 

collimator 準直儀 

compression paddle 壓迫板 

combo mode 複合模式 

Computed Radiography (CR) 電腦放射攝影 

contrast-to-noise ratio (CNR) 對比雜訊比 

cushion 緩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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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 offset 直流偏差訊號 

densitometer 光密度計 

 

英文名詞 中文名詞 

detector 偵檢器 

detent 制動裝置 

digital gauge 數位測量計 

Digital Imaging and 

Communications in Medicine 

(DICOM) 

醫療數位影像傳輸協定 

Digital Radiography (DR) 數位放射攝影 

Digital Breast Tomosynthesis 

(DBT) 

數位乳房斷層層析 

dosimeter 劑量計 

energy correction factor 能量校正因子 

erase 除影 

exposure indicator 曝露指標 

exposure control function 曝露控制功能 

exposure compensation step 曝露控制階層 

exposure technique 技術參數 

exposure time 曝露時間 

external assessment of quality 外部品質評估 

face shield 擋臉板 

facility 院方 

fading 消光 

film 底片 

film-screen cassette 底片/增感屏組合 

filter 濾片 

fine adjustment compression 細微調節壓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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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al spot 焦斑 

full-field image receptors 全照野影像接收裝置 

Full-field digital mammography 全照野數位乳房攝影 

full width at half maximum (FWHM) 半高全寬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英文名詞 中文名詞 

ghost 殘影 

ghosting index 殘影係數 

grayscale standard display 

function (GSDF) 
灰階標準顯示函數 

Half-value layer (HVL) 半值層 

illuminance 照度 

illuminance meter 照度計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 
國際原子能總署 

image receptor holder 影像接收裝置支撐物 

image plate (IP) 影像板 

indicator 指示燈 

initial power-driven compression 電動驅動之初始壓迫 

kVp 管電壓峰值 

lag 延遲反應 

latches 閂鎖 

limiting spatial resolution 極限空間解析度 

line pair pattern 解析度測試物 

lock 卡榫 

luminance meter 光度計 

lux 勒克斯 

mA 管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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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nification 放大攝影 

magnification stand 放大架平台 

mammography equipment checklist 乳房攝影設備核對清單 

Mammography Equipment 

Evaluation (MEE) 
乳房攝影設備評估 

Mammography Quality Standard Act 

(MQSA) 
美國乳房攝影品質標準法案 

manual fine-adjustment 手動微調 

mAs 電流時間乘積 
 

英文名詞 中文名詞 

masking device 遮罩裝置 

mean pixel value 平均像素值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Breast Screening 

Programme (NHSBSP) 

（英國）國家健康服務乳房篩檢計畫 

non-flex compression paddle 非彈性壓迫板 

optical density 光密度值 

printer 印片機 

reader 讀片機 

radiologist workstation (RW) 放射科醫師閱片工作站 

region of interest (ROI) 感興趣區域 

reproducibility 再現性 

screen-film 增感屏／底片組合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訊號雜訊比 

slice 切面 

solid-state detector 固態偵檢器 

source-to-image distance (SID) 射源到影像接收裝置距離 

spatial resolution 空間解析度 

spot compression paddle 點壓迫板 

standard deviation (SD) 標準差 



122  

target 靶極 

test exposure 測試曝露 

troubleshooting 故障排除 

viewbox 看片箱 

visual checklist 目視檢查 

window level (WL) 窗高 

window width (WW) 窗寬 

wire localization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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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乳房攝影儀之物理測試總表

醫院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告日期：________________

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測試日期：________________

乳房攝影設備廠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備型號：________________

設備安裝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攝影室：__________________

測試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覆核人員簽名：____________

測試項目
整體結果

（Pass/Fail/NA）

乳房攝影設備初始評估

項⽬⼀ 乳房攝影單元組件檢查

項目二 準直儀狀況評估

項目三 影像品質評估

纖維： 鈣化點： 腫塊物：

項目四 系統空間解析度

項目五 訊號雜訊比(SNR)與對比雜訊比(CNR)

項目六 自動曝露控制功能

項目七 平均乳腺劑量

項目八 擷像工作站品管

項目九 放射科醫師閱片工作站品管

項目十 印片機品管

項⽬⼗⼀ 電腦放射攝影

項目十二 數位乳房斷層層析 Z 方向解析度

項目十三 數位乳房斷層層析體積涵蓋範圍

項目A-1 管電壓準確性及再現性

項目A-2 射束品質的評估（半值層的測量）

註解/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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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 DBT

kVp

mAs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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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BG SDBG SNR
(m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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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m
6 cm
4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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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BR-12  及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的  g factor × c factor (mGy/R)  
（表中因子已包含劑量－曝露轉換因數  8.76 mGy/R） 

乳房假體厚度

（cm） 

HVL （mm Al） 

0.3 0.35 0.4 0.45 0.5 0.55 0.6 

2 3.4164 3.7931 4.1435 4.4588 4.7567 5.0195 5.1421 

4 1.8133 2.0586 2.2864 2.5316 2.7857 3.0310 3.2762 

4.2 1.7292 1.9640 2.1847 2.4230 2.6700 2.9083 3.1536 

6 1.1826 1.3490 1.5067 1.6819 1.8746 2.0674 2.2864 

8 0.8585 0.9811 1.1038 1.2264 1.3490 1.5330 1.7082 

 

各種靶極／濾片組合之  s factor 

 

靶極 

 

濾片 

濾片厚度 

（μm） 

 

s factor 

鉬（Mo） 鉬（Mo） 30 1.000 

鉬（Mo） 銠（Rh） 25 1.017 

銠（Rh） 銠（Rh） 25 1.061 

銠（Rh） 銀（Ag） 30 1.087 

鎢（W） 銠（Rh） 50－60 1.042 

鎢（W） 銀（Ag） 50－75 1.042 

 

鎢（W）／鋁（Al）在不同乳房厚度及濾片厚度組合之  s factor 

 s factor 

壓克力厚度 

（cm） 

等效乳房厚度 

（cm） 

濾片厚度: 

0.5 mm Al 

濾片厚度: 

0.7 mm Al 

2 2.1 1.075 1.052 

3 3.2 1.104 1.064 

4 4.5 1.134 1.082 

5 6 1.160 1.105 

6 7.5 1.181 1.123 

7 9.0 1.198 1.136 

8 10.3 1.208 1.142 

 

 

  



��攂圦���%�!�ⴱ★ᴱ倸⅏悍�㑵⬢⬢㙎㣟ⷍ 

㸓憶娔₀Ɲ
⽘₶⒨峑㸓婍Ɲ檻
;ℰ⯫㹷凚Ṛ㈦㔖㑷⹚⏗巄曉��G�Ɲ ⅓⇭

ㄉ↓士⩘㖛旰ⸯᾍ⍿宨㳪夤ἅ榒ヾḽ䏦ᴉㄾ圑㝛ᶴ濣

㈲⊼

宅㑗㙎濣

ƈ

㐆侻⃢⩘㵔℅僅Ậ㨡㉨㑻濣

���勌㛰≸憶桖䤡‣Ə桖䤡‣凮㸓憶‣媋ⷕ柯✏㸓憶‣䙫������ỌⅎƏ勌嵬怵㭋㹽∮Ə∮應㖣����㗌ⅎ⭳ㇷ㭊˛ 

㐲榒䰎㙚��3DVV���)DLO�

柬䛕ᷰ✮⹚Ḕ娼峑⒨₶⽘檻
Ṛ兡≸憶桖䤡‣

���懄⯴减ᷱὦ䔏䙫㛄朙㢄ờὭ㛄朙�����FP�䙫㨀㹽Ṛ㈦憶≹兡Ṛ✮⹚䙫⽘㔄㬈㮶ᷲ㨈�7%'�䅎㉼⏸党栔ᷧ▕Ə㘩檻
ᷴ⏖嵬怵���P*\Ə勌㸓婍䴷㞃ᷴ䬍⏯㹽∮Ə⾬柯㉥∗≸憶怵檿䙫⎆⛇Əḍ✏减ὦ䔏∴㎈⎽㭊㎑㖤˛㭋⣽Ə壮⏯㨈
Ḕ��'�㨈凮�'%7�㨈Ḳ⹚✮Ṛ兡≸憶ㆰ⇭敲姯䭾ḍ凮昷‣㮻廪˛

桖䤡‣凮㸓憶‣媋ⷕ

⹚✮Ṛ兡≸憶㸓憶‣��'�

㠈㭊㗌㜆Ɲ

㖛旰㣟ⷍ 昴㠳�㺼䄅
䩟方➑⮮Ỻ 䩟方㯿㔀摑ᴖ䤋

㖛旰��5�
巹⫂巶₸䉅��<

⽘₶⒨峑㸓婍朙㛄杉塏⯫⅌檻

⯴ㆰḲ⌱‣ⱋ

����FP塏杉弢⯫弟⇡䍮��<

㛄朙⽘₶⒨峑㸓婍Ḳ䔏ὦ㈧檻
䮈曢㴨㘩敺ḿ䨴��P$V

JƑF�IDFWRU

(kVp) (mAs)
ref,AC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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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 BR-12  及  ACR  認證數位乳房攝影假體的  g factor × c factor (mGy/R)  
（表中因子已包含劑量－曝露轉換因數  8.76 mGy/R） 

乳房假體厚度

（cm） 

HVL （mm Al） 

0.3 0.35 0.4 0.45 0.5 0.55 0.6 

2 3.4164 3.7931 4.1435 4.4588 4.7567 5.0195 5.1421 

4 1.8133 2.0586 2.2864 2.5316 2.7857 3.0310 3.2762 

4.2 1.7292 1.9640 2.1847 2.4230 2.6700 2.9083 3.1536 

6 1.1826 1.3490 1.5067 1.6819 1.8746 2.0674 2.2864 

8 0.8585 0.9811 1.1038 1.2264 1.3490 1.5330 1.7082 

 

各種靶極／濾片組合之  s factor 

 

靶極 

 

濾片 

濾片厚度 

（μm） 

 

s factor 

鉬（Mo） 鉬（Mo） 30 1.000 

鉬（Mo） 銠（Rh） 25 1.017 

銠（Rh） 銠（Rh） 25 1.061 

銠（Rh） 銀（Ag） 30 1.087 

鎢（W） 銠（Rh） 50－60 1.042 

鎢（W） 銀（Ag） 50－75 1.042 

 

鎢（W）／鋁（Al）在不同乳房厚度及濾片厚度組合之  s factor 

 s factor 

壓克力厚度 

（cm） 

等效乳房厚度 

（cm） 

濾片厚度: 

0.5 mm Al 

濾片厚度: 

0.7 mm Al 

2 2.1 1.075 1.052 

3 3.2 1.104 1.064 

4 4.5 1.134 1.082 

5 6 1.160 1.105 

6 7.5 1.181 1.123 

7 9.0 1.198 1.136 

8 10.3 1.208 1.142 

 

 

  



不同廠牌/型號之 DBT 攝影儀在不同乳房厚度下之 T- factor 

T-factor 

壓克力

厚度

(cm) 

等效乳房

厚度 

(cm) 

Fujifilm 

±7.5° 

Fujifilm 

±20° 

GE 

±12.5° 

Hologic 

±7.5° 

IMS 
註 1

 

±20° 

IMS 

Class 

註 1
 

±15° 

Siemens 

±25° 

2 2.1 0.997 0.985 0.993 0.997 0.985 0.990 0.979 

3 3.2 0.996 0.980 0.991 0.996 0.980 0.988 0.973 

4 4.5 0.996 0.978 0.990 0.996 0.977 0.986 0.969 

4.5 5.3 0.995 0.976 0.989 0.995 0.976 0.985 0.968 

5 6.0 0.995 0.975 0.988 0.994 0.974 0.984 0.966 

6 7.5 0.994 0.973 0.987 0.994 0.973 0.983 0.964 

7 9.0 0.993 0.971 0.985 0.992 0.970 0.981 0.962 

8 10.3 0.994 0.969 0.984 0.993 0.969 0.980 0.961 

註 1：假定所有投照角度下之幅射輸出相等。 

 

註 2：本表彙整自歐盟數位乳房斷層層析攝影品管手冊 [6] 與英國之國家健康服務乳房篩檢計畫 (NHSBSP) 之數位乳房斷層層析攝

影設備品保報告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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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K gcs(T)

d P )

(cm)
(mAs)

Y ref, P
(R/mAs)

P )
(R/mAs)

K P )

(R) (mGy/R)
s  factor

(Pass/Fail)

2

3

4

5

6

7

d P )

(cm) (kVp) (mm Al) (mAsP )

2

3

4

5

6

7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各厚度假體之平均乳腺劑量須符合下表限值(acceptable level)，另列出 2D 模式之參考值(achievable level)供參考。 

假體厚度
註 1 

(cm) 

等效乳房

厚度 

(cm) 

平均乳腺劑量限值 

(mGy) 

平均乳腺劑量參考值 (mGy) 

2D 模式 

2 
註 2

 2.1 1.2 0.8 

3 3.2 1.5 1.0 

4 4.5 2.0 1.6 

4.5 5.3 2.5 2.0 

5 6.0 3.0 2.4 

6 7.5 4.5 3.6 

7 9.0 6.5 5.1 

註 1：歐盟乳癌篩檢與診斷之乳房攝影品管指引所提供之劑量值為針對使用壓克力假體進行測試，若使用 BR-12 假體，則在相同假

體厚度下計算出之平均乳腺劑量與壓克力假體所計算出之平均乳腺劑量會有些微差異，此時本表之劑量值僅供參考。 

 

註 2：歐盟乳癌篩檢與診斷之乳房攝影品管指引於 2017 年上修 2 cm 壓克力假體之劑量限值及參考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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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12 > 數位斷層層析 Z 方向解析度 

 

MEE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MEE FWHM 基準值：___________ mm 

切面厚度：_____________________ mm 

 

使用項目三假體影像品質與假影評估項目中斷層層析模式的影像 

切面編號 
相對切面深度

(mm) 

鈣化點狀模擬物最大訊號值 平均 

背景訊號值 中間 12 點鐘 2 點鐘 5 點鐘 7 點鐘 10 點鐘 平均值 

-3 -3         

-2 -2         

-1 -1         

0 0         

1 1         

2 2         

3 3         

 

  



資料分析： 

相對切面深度

(mm) 
Zi Rz,i 

-3   

-2   

-1   

0   

1   

2   

3   

Rz,i=0.5 
相對切面深度_1(mm)  

相對切面深度_2(mm)  

FWHM 計算值(mm)  

MEE FWHM 計算值(mm)  

計算值與基準值誤差(%)  

 

整體結果(Pass/Fail)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MEE：Z 方向解析度第一次測量(MEE)的結果將成為未來 Z 方向解析度測量時的基準值。 

2.  年度評估：當前影像設置的 FWHM 基準值的差異需於  ±30 %  以內。若發現測試結果與以上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 附表 13 > 數位乳房斷層層析體積涵蓋範圍 

 

測試用假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靶極/濾片組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Vp：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A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壓迫板 

種類及尺寸 

評估項目 
是否符合 

(Y/N) 

結果 

(Pass/Fail) 

上方鋁片的聚焦面在成像體積範圍中   

下方鋁片的聚焦面在成像體積範圍中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在假體上方及下方的鋁片皆須在一個切面影像中確實聚焦，若其中一個鋁片或二個鋁片未於切面影像中聚焦，

表示整個乳房體積未能涵蓋在成像範圍中。 

2. 若經重複測試仍與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執行臨床檢查前修正。 

 

  



< 附表 A-1 >管電壓準確性及再現性（MEE、故障排除、相關維修後或相關零件更換後） 

 

測量設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正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靶極      

濾片      

焦斑大小      

顯示之管電壓峰值      

管電流設定(mA)      

時間(sec)      

管電流時間乘積(mAs)      

管電壓測量值 

讀值一      

讀值二      

讀值三      

平均值      

標準差      

誤差百分比      

變異係數      

整體結果(Pass/Fail)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管電壓峰值的準確性必須在顯示管電壓峰值的  ±5%  以內。 

2.  臨床上最常使用的管電壓峰值，再現性的變異係數必須等於或小於  0.02。 

3.  若於 MEE 時發現測試結果與以上任何準則不符，則須找出問題的來源並於再次執行臨床檢查前修正。 

4.  若於故障排除時發現測試結果與以上任何準則不符，則應於 30 日內完成修正。 

  



< 附表 A-2 >射束品質的評估（MEE、故障排除、相關維修後、臨床上針對標準乳房之技術參數改變或有劑量改

變之疑慮時） 

 

測量設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正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 

 

顯示的管電壓峰值設定      

靶極/濾片      

管電流設定(mA)      

時間(sec)      

管電流時間乘積(mAs)      

曝露測量(mR) 

沒有鋁片時，E0      

鋁片 1 鋁片厚度(mm Al)(ta)      

曝露測量值(Ea)      

鋁片 2 鋁片厚度(mm Al)(tb)      

曝露測量值(Eb)      

計算得之半值層(mm Al)      

最小可接受之半值層(mm Al)      

結果(Pass/Fail)      

半值層公式： 

 

 

 

 

 

效能判定準則與修正措施： 

1. 在乳房攝影之管電壓峰值範圍內（低於 50kVp），於有壓迫板的情況下測得之半值層應符合下列判定準則： 

 

 

 

若測試結果不符合準則，必須找到問題的來源，並在臨床使用前採取修正措施。 

2. 若欲更嚴謹規範半值層之上限值及下限值，亦可參考 IAEA 及 ACPSEM 之規範： 

 

 

對於鉬/鉬組合，C = 0.12 mm Al；對於鉬/銠組合，C = 0.19 mm Al；對於銠/銠組合，C = 0.22 mm Al；對於銠/銀組

合，C = 0.23 mm Al；對於鎢/銠組合，C = 0.30 mm Al；對於鎢/銀組合，C = 0.32 mm Al，對於鎢/銀組合，C = 0.25 

mm Al。 

E0：未加鋁片時的讀值 

Ea：略大於 E0 / 2 的曝露值 

Eb：略小於 E0 / 2 的曝露值 

ta：Ea相對應的鋁片厚度 

tb：Eb相對應的鋁片厚度 



數位乳房攝影儀之非年度測試總表 

 

醫院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攝影室：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乳房攝影設備廠牌：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備型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備序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設備安裝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告年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覆核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測試項目 頻率 
整體結果

(Pass/Fail/NA) 
備註 

項目一 假體影像品質 每週   

項目二 電腦放射攝影片匣除影 每週   

項目三 壓迫厚度顯示準確性 每月   

項目四 目視檢查 每月   

項目五 擷像工作站品管 每月   

項目六 放射科醫師閱片工作站品管 每月   

項目七 印片機品管 每月   

項目八 看片箱清潔 每月   

項目九 壓迫力測試 每半年   

 

註解/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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ቹຑ

่݀

ဍ༧ނ

້ϯᗺဂ

่݀

നεӀஏࡋॶ

ჹКॶ

ॶࡋ๚ϣӀஏޜ

ङඳӀஏࡋॶ

ԃ

ᡏ่݀

ՉΓ

В

Д

 管 ( ऩёҔ )ࠔӑТᐒ <07߄ߕ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

(P/F)

(ODBG )

(ODcavity )

(Dmax )

(P/F)

(Pass / Fail)
P=Pass F=Fail NA=

1.

2. ACR   2.0;   3.0;   2.0

3. ACR

(1)   1.6 ( 1.7 2.2 2.0  )

(2)   0.1

(3)   3.1 (   3.5 )

(4)



߄ߕ ࣮ТጃమዅȐऩёҔȑ ȐДȑ

ਏૈղ߾ྗۓᆶঅ҅ࡼǺ

ᔈ٬ҔӼӄЪϐమዅᏊమନǶ

ऩ࣮Тጃࡋߝό֡ϬǴᔈҥջ׳ඤԜ࣮Тጃ܌ԖᐩݰȐᐩᆅȑǶ

ऩ࣮ТጃфૈόӄǴᔈϒаޑᆢঅǶ

ऩෳ၂่݀ᆶаҺՖྗ߾ό಄Ǵᔈܭӆԛ٬ҔܭᖏղТঅ҅Ƕ

่݀

࣮ТጃቷจࠠဦǺ

࣮ТጃՏǺ

࣮ТጃׇဦǺ

Вය

ԃ

Д

В

࣮Тጃ֡ࡋߝϬ

࣮Тጃഢфૈ҅த

ՉΓ

य़మዅ߄

Ԗς౽ନ܌

< 08>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Pass/Fail)

1.
2.
3.
4.



߄ߕ ᓸॐΚෳ၂ Ȑъԃȑ

ᙴଣӜᆀǺ

ឪቹᐒቷจǺ܊٢ ឪቹᐒࠠဦǺ܊٢

٬ҔϐᓸॐΚෳໆπڀǺ ٬ҔϐᓸॐΚෳໆπڀᡉҢൂՏǺ

ਏૈղ߾ྗۓᆶঅ҅ࡼǺ

Ћ༾ፓϷႝᖿۈ߃ᓸॐΚࣣԿϿ ዳȐ ܈ ȑǶ

ႝ០ϐۈ߃ᓸॐനεᓸॐΚϟܭ Կ ዳȐ Կ ܈ Կ ȑϐ໔Ƕ

ӧҗႝᖿԿЋ༾ፓᓸॐΚ܌ሡޑਔ໔໔႖ύǴԿϿᆢ ዳȐ ܈ ȑϐᓸॐΚǶ٬ҔЋ

༾ፓးࡕǴ߾ӧᚼ៛ֹԋޑਔ໔໔႖ϣҭёុᓸॐΚԿϿ ዳȐ ܈ ȑǶ

ऩෳ၂่݀ᆶаҺՖྗ߾ό಄Ǵ߾פрୢᚒܭ٠ྍٰޑӆԛՉᖏᔠঅ҅Ƕ

ኳԄ

ѦуഢΠϐ

ኳԄ

ኳԄ

ѦуഢΠϐ

ኳԄ

ෳ၂ኳԄ ኳԄ ኳԄ

่݀

ঁڗႽၸำύࣣёᆢىޑᓸॐΚ

่݀

ႝ០ϐۈ߃ᓸॐനεᓸॐΚ

่݀

Ћ༾ፓᓸॐΚ

ՉΓ

ԃࡋ

ෳ၂Вය

< 09 >

2D
DBT

2D
2D

DBT

2D

1.

(Pass/Fail)

2.

(Pass/Fail)

3.

(Pass/Fail)

1.  25  11.1 daN  11.4 kgw

2.  25  45  11.1  20.0 daN  11.4  20.4 kgw

3. 25  11.1 daN  11.4 kgw

25  11.1 daN  11.4 kg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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