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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PET图像噪声的平方与噪声等效计数成反比。

• 真符合计数率采集时实时显示容易获得，在较低活度时基
本与噪声等效计数率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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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采集时间不变时，真符合计数率可以说直接影响
PET显像图像质量。

• 除仪器性能等固定参数外，真符合计数率还和显
像剂注射剂量、患者体型及等待时间等有关，研
究他们的关系可以对预测和优化注射剂量及采集
时间、保证图像质量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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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真符合计数率和显像剂注射剂量、患者体型
及等待时间等的关系。

• 建立真符合计数率预测模型。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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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及采集
– 被检查者禁食6小时以上，静脉注射18F-FDG后约1小时
进行PET显像，检查所用PET/CT型号GE Discovery 
Elite。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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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记录
– 记录受检者身高、体重、性别、注射剂量、

等候时间，检查时记录肝脏位置时的真符合
计数率及随机计数率。

• 数据集准备
– 共记录100例患者数据，并以4:1的比例分为

训练集与测试集。将身高、体重、时间、经
过衰变校正后的剂量（后述均为校正后剂
量）、计算得到的LBMJames、BMI以及校正
后剂量与体重、LBM的商分组作为自变量X并
进行标准化，肝脏位置的真符合计数率作为
因变量Y。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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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拟合
– 使用R语言平台，glmnet工具包

– 分析筛选特征量

– 由于数据集较小，选择简单的线性模型进行拟合，建
立预测模型。

– 利用测试集对模型进行评价。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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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征选取
– 经过lasso分析，BMI、体重、体重/剂量、LBM、LBM/
剂量均是影响结果的重要特征量，但具有近似的意义，
可以保留其一，因此对其进行分组并进一步比较拟合
效果。（剂量均经过衰变校正）

– 性别、身高对结果影响较弱。

– 由于前面提到的剂量均已经过时间衰变校正，等待时
间对结果的影响也较弱，但应该仍对摄取率有一定影
响，因此保留该参数。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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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试结果显示，BMI、剂量/体重与剂量/LBM，以剂量/体
重测试结果更佳，测试相对标准差±14.2%。

• 预测模型有一定的预测效果，但由于测试数据不多，其性
能还需要更多的检验，参数也需要更多数据训练从而进一
步的优化。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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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校正剂量/体重、等待时间建立模型可一定程
度上预测PET采集时的真符合计数率，从而指导采
集时间、重建参数，提前计划注射剂量等，以保
证图像质量，改善工作效率。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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