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

仪器的工作原理

su 3扇形扫描超声显像仪是实时二维超

声心动图仪器
,

采用单晶片摆动方式工作
。

由小型精密步进电机经过齿形皮带轮同步驱

动探头作 90
。

匀 速 扇形扫描
,

而步进 电机则

是根据光电伺服系统信号完成高速摆动
。

探

头晶片的法线方向和CRT 屏幕上的扇形扫描

光栅在时间
,

空间保持同步关系
。

在扫描空间

90
。

范围之内
,

晶片在某一位置取得的超声图

象信息
,

经过接收信号处理
,

通过视放加到

CRT 的阴极上
,

这样
,

超声图象信息就同步

地显示在C R T的萤光屏上
,
带晶片摆动的机

械探头每扫过90 度筑可得一幅实时二维的动

态超声图象
。

高
,
实测纵向分辨率《 1

.

sm m
,

横向分辨率

《2
.

s
nUn

,

达到A L O K A S s D 一1 1 0的水平
,

比国内同类产品的分辨率要高
。

近场盲区小
,

近场图像显示清晰度比日本A Lo K A ssD 一
1 1 0

, 1 1 9要好
。

3
.

光电伺服系统
:

图 3 是光电伺服系统的方块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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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光电伺服系统方块图

四
、

仪器的组成

仪器的总机原理方框图如图 2 所示
,

由

8 个部分组成
:

1
.

高速摆动的机械探头
:
它是评定一扇

形扫描超声显像仪性能好坏的重 要标 志 之

一
。

要求体积小
,

重量轻
、

震动小
,

噪声低
,

扫描速度均匀
,

不漏油
,

透声率高
,

聚焦好
,

成本低
。

本
.

仪器采用光电伺服系统控制精密

步进电机正反高速摆动
,

利用步进电机能正

反转动的特性
,

步距角精度高的性能
,

使探

头结构设计大为简化
。

国外普遍采用凸轮机

构
,

平行四边形机构
。

为了使摆动平衡减少

噪声
,

采用了塑料齿形皮带轮同步驱动压电

晶片
。

扫描均匀性 比 日 本 A L O K A ss D 一

1 1 0 5 ; 1 1 9
, 7 1 0要好

。

2
.

高阻尼聚焦压电换能器是制作 难 度

较大的部件
,

其制造技术国内外均保密
。

我

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

对国内现用的压电换

能器进行了性能测试
。

采用高阻尼PN B新材

料制成高阻尼
,

高灵敏度
,

轻型凹球壳聚焦

换能器
。

研制结果证明
,

横向和纵向分辨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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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光电伺服系统波形图

·

综合上述二图就可明白
,

在才= O开机时

刻
、

步进 电机保持正转(顺时针方向转)
,

转

到光盘上的小孔碰到设置在 十 45
。

处光源
,

这

时小孔另一侧的光电管被光照射立即发出光

电信号
、

该光电信号使 R-- S触发器 翻 转
、

Q

变成高电平
、

这时反转的 C P脉冲雄通 过 与

门送给三相六拍环形分配器然后经功放使步

进电机反向转动
、

当反向 C P 脉 冲计数到 30

时 (转过 9 0
。

) 单稳电路输出一窄脉冲 迫 使

R一S触发器翻转
,

如是
,

Q 端变成高电平
,

正

向转动的cP 脉冲经另一只与门送到三相六拍

环形分配器后经功放线路使步进 电机正向转

动
。

这样循环往覆使得探头跟着正反摆动
。

摆动的角度为9 0
“ 。

4
.

接收
—

发送线路

发射机在定时信号触发下产生激励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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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跳变脉冲信号
,

波形图如 图 5 所示
。

其

峰一峰值为 2 00 v 波形宽度约 。
.

5邵
。

发射脉

冲波形接近理想波形
。

(得到较高的纵 向分

辨率就证实这一点
。

)

令 1 0 0

一 1 0 0

图 5 发射脉冲响应

接收机采用宽频带对数放大器
,

对接收

回波信号实现对数放大处理以压 缩信 号 动

态
,

动态范围 1 00 d B ,

频带宽 度 > 4
.

SMH zo

电路形式选用并联相加型交流对数放大器
,

它由线性放大器
、

对数单元
、

衰减器和对数

斜率放大器四部分组成
。

这种对数放大器具

有频带宽
、

温度稳定性好
,

对非线性激励 易

于补偿的特点
,

并具有倒相和非倒相两种输

出
,

使用起来 比增益对数放 大 器 方 便
,

灵

活
。

接收机还配有时间增益控制T G C 电路
,

用来抑制近程大信号
,

放大远程小信号
,

以

保证接收和显示器始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

FT C (快速时间控制) 电路
,

用来减小信

号脉冲宽度以提高机器的鉴别能力
,

特别适

用于近距离
,

多目标和强干扰情 况 下 的 观

察
。

A G C (自动控制电路)电路
,

目的是用作

均匀快速信号或变化不规则信号的增益
。

另

外还具有。一10 连续可调的对比度线路
。

5
.

正余弦角度调制信号产生电路

本仪器既不采用正余弦电位器
,

又不采

用正余弦旋转变压器
,

而是经过精心设计利

用光电伺服系统的光电信号通过模拟变换电

声学技术

路产生扇形扫描用的正余弦角度调制器
。

此调制信
一

号的获得是非接触式的
,

不同

于从正余弦电位器 (或正余弦旋转变压器)获

得的信号
,

它是接触式的
。

6
.

定时脉冲产生器

定时脉冲产生器的作用是保证发射
,

接

收
、

机械探头摆动
、

扇形扫描光栅
,

时标等

几个方面的工作均能 同步地工作
,

有条不紊
。

主要技术指示是稳定可靠
。

一般采用晶振分

频线路就能满足工作要求
。

7
.

电磁偏转显示器

选用优良的 7 英寸显像管
、

具有高分辨

率
、

亮度大
、

多灰阶等优点
。

显示器难度在于偏转线圈
,

由于显示制

式和工作频率的特殊要求
,

目前尚无合适的

磁偏转线圈可以选用
,

根据工作频率
、

C R T

的尺寸和偏转幅度要求
,

进行设计绕制
,

需

绕试几次才能达到要求
。

8
.

电源
:

各组低压 电源均采用厚膜集成电源
,

具

有体积小
,

纹波小的优点
。

五
、

仪器主要指标的测试

我们对仪器进行了一系列试验
,

对主要

技术指标进行测量
,

结果表 明实测的数据达

到原设计指标
,

与理论分析相符
。

1
.

几何分辨率的测量方法是按照 依 据

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第29 技术委员会 (电声

学)第 29 D 分委员会 (超声学) 所建议的技术

文件(草案 )的有关规定进行测试的
。

测量结果
,

纵向分辨率在不同距离上的

测定值均优于 ( lm m
、

图 6 表示在距离30 m m

上
、

纵向分辨率为 lm m
。

横向分辨率在不同距离上的测定值
、

如

下表所列
:

X (距离)
e m

乙(横向分
辨率)m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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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东医生
。

七
、

结束语

su 3 型扇形超声显像仪经过临床诊断使

用考验
,

其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
。

分辨率

较高
,

图象质量接 近 日本 A L O K A S S D 一

1 1 0 5 的水平
,

从性能 /价格来衡 量
,

S U 3 型

比 1 1 0 5高
。

本仪器 已经在上海医用仪表厂投产
。

产

品质量 比国内同类型机器的性能好
。

参加研制工作的还有王琳
,

寿文德
、

谢

国权
,

何宝望
、

上海医用仪表广的孙积民
,

鲍银坤
,

姚亚美
。

中山医院的徐智章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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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声学学会在宁召开成立大会

198 5年10 月13 日江苏省声学学会筹备组

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
,

并宣布江苏省声学学

会正式成立
。

我国声学界著名学者汪德昭
、

马大酞
、

应崇福
、

杜连耀
、

魏墨宣
、

赵恒元
、

关定华出席祝贺
。

大会选举产生以魏荣爵为

理事长
,

吴文虫L
、

柳先
、

钮祖辉为副理事长

的廿七人理事会
。

江苏省声学学会下设学术
、

组织和科普教育和科技咨询四个工作委员会

另设电声
、

环境声学
、

超声学
、

医学超声
、

水声和物理声学等六个专业委员会
,

各委员

会对 85 年度学术活动作出了安排
。

理事长魏荣爵教授在江苏省声学学会简

讯发刊词中有一段话是很中肯的
。

他指出
:

声学是研究机械振动及其辐射的科学
,

频率从1。
一‘

赫到 1 0
一 ’‘

赫 (即由地震波到晶体

的晶格振动)
,

其范围的宽广是别的学科很少

能够与之比拟的
。

其中有客观间题
,

也有和

人类及生物直接联系的间题 , 有科学尖端的

课题也有看来平凡但又十分复杂的问题
—

如噪声控制
、

厅堂音质等等 , 而这些间题需

要世世代代研究下去
。

此外本学科的社会性

和国民生活及文化生活的关系的密切性亦是

极其突出的
。

如此宽广的一门科学
,

如果令其分散
,

则谁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其中的任 何一个 何

题
。

因此
,

声学也是多学科汇集的交叉学科

或边缘学科
,

这也正是声学的历史虽然源远

流长
,

而又方兴未艾的缘由
,

她是正在蓬勃

发展的新兴学科之一
。

(卿)

中日声学讨论会在北京举行

由中国声学学会名誉理事长马大献教授

和日本城户健一教授发起
、

中国声学学会和

日本声学学会共 同召开的中日声学讨论会于

1 9 5 5年1 1月 2 4 日至 2 6 日在北京友谊宾馆举

行
。

约1 00 名中日声学工作者参加了讨论会
。

会议刊印了 63 篇关于噪声和超声的论文 集

(其中噪声方面论文
:

日方 25 篇
、

中方12 篇 ;

超声方面论文
:

日方 7 篇
、

中方19 篇
。

)

(同济大学声学所 钱梦绿 )

声学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