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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薄板类工件成像,计算机分层成像(CL)技术因无损、直观而应用广泛。 CL 成像方法主要分为直线扫描和圆周扫

描,
 

直线扫描效率高,
 

圆周扫描数据均匀性好。 然而,
 

由于两者的投影数据均不完备,
 

均存在分层图像混叠及图像边缘不清

晰的问题。 基于此,提出了一种复合扫描 CL(HyCL)成像方法,
 

由直线扫描和圆周扫描组成。 建立了几何模型,
 

采用同时迭代

重建图像(SIRT)算法进行了仿真及成像实验,
 

分析了成像效果及层间混叠表现。 实验结果表明,
 

相比于相对平行直线移动扫

描 CL(PTCL)、正交直线移动扫描 CL(OTCL)及圆周扫描 CL(RCL),
 

HyCL 的重建结果能够有效减少混叠伪影,
 

图像特征轮廓

信息能够保留得较为清晰且均匀,
 

对比度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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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
 

the
 

imaging
 

of
 

plate-like
 

objects,
 

the
 

computed
 

laminography
 

( CL)
 

technology
 

has
 

been
 

widely
 

used
 

because
 

of
 

its
 

nondestructive
 

and
 

intuitive
 

characteristics.
 

CL
 

imaging
 

methods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linear
 

scanning
 

and
 

circular
 

scanning.
 

Linear
 

scanning
 

has
 

high
 

efficiency,
 

and
 

circular
 

scanning
 

has
 

good
 

data
 

uniformity.
 

However,
 

due
 

to
 

the
 

incomplete
 

projection
 

data
 

of
 

both
 

methods,
 

there
 

are
 

problems
 

of
 

sliced
 

image
 

aliasing
 

and
 

unclear
 

image
 

edge.
 

In
 

this
 

article,
 

a
 

hybrid
 

scanning
 

CL
 

( HyCL)
 

imaging
 

method
 

is
 

proposed,
 

which
 

consists
 

of
 

linear
 

scanning
 

and
 

circular
 

scanning.
 

The
 

geometric
 

model
 

is
 

formulated,
 

the
 

simulation
 

and
 

imaging
 

experiments
 

are
 

implemented
 

by
 

using
 

SIRT
 

image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the
 

imaging
 

effect
 

and
 

in-slice
 

aliasing
 

is
 

analyzed.
 

Compared
 

with
 

parallel
 

translation
 

computed
 

laminography
 

( PTCL),
 

orthogonal
 

translation
 

computed
 

laminography
 

( OTCL)
 

and
 

rotational
 

computed
 

laminography
 

(RCL),
 

results
 

show
 

that
 

HyCL
 

can
 

effectively
 

reduce
 

aliasing
 

artifacts
 

and
 

protect
 

details.
 

The
 

image
 

contour
 

can
 

be
 

retained
 

clearly
 

and
 

evenly,
 

and
 

the
 

contrast
 

is
 

better.
Keywords:compu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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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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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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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reconstruction

0　 引　 　 言

　 　 计算机分层成像技术( computed
 

laminography,
 

CL)
是一种基于 X 射线透射,获取穿过检测对象后的射线

衰减分布信息的成像技术,具有无损且直观的优点。
传统计算机断层成像( computed

 

tomography,
 

CT) 技术

需要采集检测对象不同分度方向的射线投影数据,适
合于近似圆柱形的物体扫描成像。 对于板状部件 / 结
构的检测,物体的纵向和横向尺寸差异大,射线穿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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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物体的路径长度在不同角度下变化大,扫描成像

难度较大。 由于 CL 扫描物体回转直径不垂直于中心

射线方向,而是形成小于 90°的夹角,能有效改善射线

穿透厚度的限制,可通过增加成像几何放大比在一定

程度上提高空间分辨能力。 因此,针对长宽尺寸远大

于厚度尺寸的薄板类物体射线检测,CL 技术具备优势

且应用广泛[1-3] 。
经典分层成像法[4] 受硬件条件限制,只能对焦平

面层成像。 随着数字探测器的出现,经典分层成像法

发展成为 CL 技术。 近年来,对特定板状结构工件的检

测精度需求逐渐提升,多种 CL 成像方法被提出[5-6] ,其
中以直线型和圆周型扫描方式应用较为广泛。 1996
年,Zhou 等[7] 开发了一种针对大型板状物体射线检测

的线型 CL 系统,经测量能达到 50 μm 的切片分辨力。
2010 年,Fu 等[8] 提出一种大视野非对称旋转扫描结构

的 CL 系统,该系统可拓展成像区域以及提高成像空间

分辨力。 2011 年,Helfen 等[9] 提出一种基于中子衰减

的 CL 扫描系统,对密度相近的有机材料和塑料能够较

好地区分。 2015 年,Liu 等[10] 开发出一种工业计算机

分层成像系统( industrial
 

computed
 

laminography,
 

ICL)
系统,该系统结合 C 形臂结构,能灵活调节感兴趣区域

( region
 

of
 

interest,
 

ROI) 和成像视场大小。 2018 年,王
少宇等[11] 提出一种相对平行直线移动扫描 CL( parallel

 

translation
 

computed
 

laminography,
 

PTCL) 系统,以芯片

为检测对象,结合了 FDK 解析重建算法和基于图像 TV
最小化的联合代数重建技术( SART+TV) ,证明该系统

可以实现基于截断投影数据的高质量图像重建。 在此

基础 上, 田 忠 建 等[12] 提 出 正 交 直 线 平 移 扫 描 CL
( orthogonal

 

translation
 

computed
 

laminography,
 

OTCL) 系

统,结合仿真和扫描实验,与 PTCL 相比,证明了在相同

扫描角度下 OTCL 在横向的两个方向上都具备较高的

图像分辨力。 总之,直线扫描 CL 结构简单、扫描效率

高且容易获得较高放大比;圆周扫描 CL( RCL) 覆盖角

度大、投影数据均匀性好,但相对而言结构较复杂、放
大比较低。 由于直线扫描 CL 和圆周扫描 CL 的投影数

据均不完备,存在分层图像混叠及图像边缘不清晰的

问题。
为此,本文尝试研究一种直线-圆周复合扫描 CL

(hybrid
 

scanning
 

CL,
 

HyCL)成像方法,先进行直线扫描,
射线源和探测器相对于检测对象做相对平行直线移动,
采集投影数据;接着进行圆周扫描,射线源和探测器相对

于检测对象做圆周运动,采集投影数据。 通过将直线扫

描和圆周扫描结合,期望能够获得兼具直线扫描 CL 和圆

周扫描 CL 的分层成像效果。

1　 HyCL 成像模型及图像重建方法

1. 1　 投影分布

　 　 由于扫描方式不同,对应投影区域的分布也不同。
相同扫描角度 θ 下,PTCL、OTCL、RCL 及 HyCL 的投影分

布如图 1 所示。 从图 1(a)、(b)可以看出,由于
 

PTCL 和

OTCL 都是直线型 CL,其投影分布形态相似,但 OTCL 是

正交方向上的 PTCL,故其投影分布更广。 从图 1( c)可

以看出,RCL 的投影分布与直线型 CL 明显不同,显得更

为均匀。 观察图 1(d)可知,通过结合 PTCL 和 RCL 的投

影分布,能够一定程度上进行数据互补,从而得到 HyCL
的投影分布。

图 1　 各成像方法投影区域分布

Fig. 1　 Projection
 

domain
 

of
 

each
 

imaging
 

method

1. 2　 几何模型

　 　 图 2(a)和(b)所示为 HyCL 扫描运动示意图。 射线

源位于检测对象下方,向上发出锥束 X 射线;平板探测器

位于检测对象上方,接收穿过检测对象后衰减的 X 射线。
扫描过程分为两步。 1)相对平行直线扫描运动;2)圆周

扫描运动。 图 2(c)和(d)所示为 HyCL 扫描二维几何模

型。 S 代表射线源,D 代表探测器, SO 为射线源 - 检测对

象距离,SD 为射线源 - 探测器距离。 k 为扫描几何放大

比,k = SD / SO。
直线扫描时,检测对象静止,射线源、探测器沿 y 方

向运动采集数据。 当扫描角度 α 确定,射线源的运动总

行程 PS 及探测器运动总行程 PD 为:

PS = 2·SO·tan α
2

(1)

PD = 2·(SD - SO)·tan α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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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HyCL 扫描示意图及几何模型

Fig. 2　 The
 

motion
 

sketch
 

and
 

2D
 

geometric
 

model
 

of
 

HyCL
 

scanning

　 　 数据采集方式有等距采样和等角采样两种。 等距采

样,即前后采样点射线源、探测器步进距离保持定值;等
角采样,即前后采样点等效扫描角度差 Δα不变。 等距采

样对设备的运动控制性能要求较低,但所获取的数据均

匀性稍差,故本文直线扫描采用等角采样。 直线扫描采

样点数为 p,则 Δα = α / p。 射线源步进距离 ΔS i 及探测器

的步进距离 ΔD i 为:

ΔS i =
1
2

·PS - SO·tan(α - i·Δα) (3)

ΔD i =
1
2

·PD - (SD - SO)·tan(α - i·Δα) (4)

式中: i = 1,…,p,代表采样点位置。 R 为系统成像视场

半径,γ 为中心射线与边缘射线的夹角,R = SO·tanγ。
圆周扫描时,检测对象静止,射线源、探测器绕 z 轴

做 360°圆周运动采集数据。 射线源运动轨迹半径 RS 和

探测器运动轨迹 RD 半径分别为:

RS = SO·tan α
2

(5)

RD = (SD - SO)·tan α
2

(6)

数据采集方式仍为等角采样,圆周扫描采样点数为 q,
则射线源、探测器的圆周运动分度为

 

Δβ =
 

2π / q,进一步

地,射线源步进距离 ΔS j 及探测器步进距离 ΔD j 为:
ΔS j = RS·Δβ (7)
ΔD j = RD·Δβ (8)
在本文所提 HyCL 成像方法中,圆周扫描在直线扫

描后连续进行。
1. 3　 图像重建算法

　 　 与 CT 图像重建算法类似,CL 图像重建算法也可分

为解析法和迭代法。 解析类重建算法[13-15] 重建速度快、
可靠高,但混叠伪影对图像质量的影响较大。 而迭代类

重建算法[16-17] 能够从缺失、低信噪比的数据中良好地重

建图像。 相较于 PTCL 和 OTCL,HyCL 获取的投影数据

分布更广,但其投影数据仍不完备,不满足 Tuy 精确重建

条件[18] 。 为获取更高精度的重建图像,本文采用同时迭

代 重 建 技 术 ( simultaneous
 

iterative
 

reconstruction
 

technique,
 

SIRT) [19] 迭代重建算法验证直线-圆周组合扫

描成像方法的有效性。 CL 成像模型可定义为:
AX = B (9)

式中: B = (b1,b2,…,bM) ∈RM 为投影数据,M为射线总

数;X = (x1,…,xN) ∈ RN 为重建图像,N 为像素总数;
A = [a ij] 是系统矩阵,i

 

= 1,
 

…,
 

M,M 为射线总数,
j

 

= 1,
 

…,
 

N,N 为像素总数。 SIRT 迭代表达式为:

xk+1
j = xk

j + λ k 1

∑
M

i = 1
a ij

∑
M

i = 1

p i -p i

∑
N

j = 1
a2
ij

a ij (10)

式中: λ k ∈ (0,2) 是松弛因子,用于抑制过度修正,k 为

迭代次数;p i 为第 i条射线的投影值;p i 是第 i条射线的估

计值;a ij 是投影系数(系统矩阵内的元素),反映第 j 个体

素对第 i条射线的贡献。 SIRT 利用全部角度下所有射线

通过某体素共同产生的矫正项来降低数据不一致性的影

响,从而实现图像重建。
1. 4　 定量指标评价

　 　 本文采用均方根误差 RMSE 以及结构相似度 SSIM 对重

建图像质量进行定量评价。 其中,RMSE 定义为:

RMSE =
∑

n

i = 1
(x i - f i)

2

n
(11)

式中: x i ∈ X,代表真值图像 X 的像素灰度值;f i ∈ F,代
表重建图像 F 的像素灰度值;n 为像素点数。 SSIM 定

义为:

SSIM(X,F) =
(2μ Xμ F + c1)(2σXF + c2)

(μ 2
X + μ 2

F + c1)(σ 2
X + σ 2

F + c2)
(12)

式中: μ X 和 μ F 为像素灰度平均值;σ 2
X 和 σ 2

F 为像素灰度

值方差;σXF 为二者协方差;c1 = (m1P) 2、c2 = (m2P) 2 是

维持稳定的常数,P 是像素的动态范围。 经验取值[20]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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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1 = 0. 01,m2 = 0. 03。 一般地,RMSE 越小、SSIM 越大,图像

质量越好。

2　 实　 　 验

2. 1　 仿真实验

　 　 为探究 HyCL 的成像效果,设计了多层模拟电路板模

体,如图 3 所示,具有 3 种不同的制式,大小为 350×350×
100。 模体在分层方向上共 100 层,其中第 37 ~ 40 层、第
49~52 层和第 61~64 层切片结构分别为制式 1、制式 2 和

制式 3,其余层数据为 0。 分别采用 PTCL、OTCL、RCL 及

HyCL 对模拟电路板进行成像,仿真参数如表 1 所示。

图 3　 电路板模体

Fig. 3　 PCB
 

phantom

表 1　 电路板仿真参数

Table
 

1　 Parameters
 

of
 

PCB
 

simulation

实验参数 数值

X 射线源-检测对象距离 SO / mm 100

X 射线源-探测器距离 SD / mm 240

探测器像素尺寸 / mm 0. 085×0. 085

扫描角度 α / ( °) 90

PTCL 投影分度数 101

OTCL 投影分度数 202

RCL 投影分度数 360

HyCL 投影分度数 461

重建算法 SIRT

迭代次数 300

重建矩阵 350×350×100

　 　 图 4 所示为各特征层的二维重建结果。 观察整图,
和真值图像相比,PTCL 重建结果具有较严重的混叠伪

影,特征边缘较为模糊,图像质量较差;OTCL 重建结果基

本恢复图像,特征边缘清晰,但如红色箭头所示,仍明显

存在混叠伪影;而 RCL 和 HyCL 重建结果不仅较好恢复

图像特征,同时混叠伪影明显减少。 进一步比较 ROI 部

分重建结果图,相较于 PTCL 和 OTCL,RCL 和 HyCL 对于

圆环特征重建效果更优,混叠伪影更少;同时如箭头所

示,对于圆环特征的边缘,HyCL 的重建效果比 RCL 更

精确。
为进一步评估所提 HyCL 成像方法的重建效果,取

图 4 横向切片的一维剖线(虚线)进行对比,结果如图 5
所示。 在不同特征层的重建结果中,相比于真值,在灰度

值不变的范围内,PTCL 和 OTCL 的重建结果具有明显跳

动现象,而 RCL 和 HyCL 能够较好地贴近真值;在灰度值

突变处,观察方框标识,经过放大可以发现,HyCL 的重建

结果更为接近真值。
为客观评价几种成像方法的重建图像质量,计算

图 4 横向切片的 RMSE 和 SSIM, 结果如表 2 所示。 对比

RMSE, HyCL 的结果最小,说明其重建图像在数值上最接

近于真值图像;对比 SSIM, HyCL 的结果最大,说明其重建

结果与真值图像具有更高的相似度。 综合来看,定量指

标说明了 HyCL 的重建效果更好。
仿真实验结果说明,在相同扫描角度的情况下,

PTCL 和 OTCL 的重建结果整体存在明显混叠伪影,而
RCL 和 HyCL 能够有效减少重建图像中的混叠伪影,使
得重建图像具备较好的对比度。 针对感兴趣层图像特征

和边缘信息的还原, HyCL 较好, RCL 次之, PTCL 和

OTCL 稍差。 这里的感兴趣层是指在三维体数据中我们

所关注的结构特征所在的某一层或某几层。 在本节仿真

实验中,感兴趣层即为 3 种不同制式的切片结构所在的

第 37 ~ 40 层、第 49 ~ 52 层、第 61 ~ 64 层。
2. 2　 扫描实验

　 　 1)实验系统

为验证 HyCL 的实际成像效果,进行了扫描成像实

验。 图 6( a)所示为系统照片,实验系统基本组成为射

线源-平板探测器、机械运动与控制驱动系统等。 其中,
射线源与平板探测器是扫描成像的主要装置;机械系

统是整个扫描实验平台的承载框架;控制与驱动系统

实现射线源-检测对象-探测器的空间移动,采集不同扫

描方式下的数据;运动控制、数据采集指令由计算机系

统发出。
为便于实现圆周扫描,设计其扫描方式为射线源、探

测器位于直线扫描终点处静止,检测对象由转台带动旋

转从而获取投影数据。 此扫描方式的几何模型与第 2 节

所提圆周扫描几何模型一致,两者效果等同。 射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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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成像方法下仿真结果的不同特征层横向切片,显示窗口[0
 

102]
Fig. 4　 Different

 

horizontal
 

slices
 

of
 

simulation
 

results
 

using
 

different
 

imaging
 

methods
 

with
 

the
 

display
 

window
 

[0
 

102]

表 2　 不同成像方法下仿真结果的不同特征层水平切片 RMSE 及 SSIM

Table
 

2　 RMSE
 and

 

SSIM
 of

 

different
 

horizontal
 

slices
 

of
 

simulation
 

results
 

using
 

different
 

imaging
 

methods

切片
第 38 层 第 50 层 第 62 层

RMSE SSIM RMSE SSIM RMSE SSIM

PTCL 55. 527
 

1 0. 602
 

9 67. 983
 

9 0. 475
 

4 58. 756
 

3 0. 571
 

2

OTCL 45. 795
 

6 0. 661
 

1 56. 919
 

0 0. 508
 

1 48. 841
 

8 0. 663
 

1

RCL 37. 968
 

7 0. 696
 

1 50. 054
 

2 0. 639
 

1 40. 621
 

0 0. 691
 

3

HyCL 37. 793
 

6 0. 713
 

1 50. 003
 

7 0. 659
 

2 40. 425
 

7 0. 704
 

6

安装在转台下方,向上发出锥束 X 射线,具有 M1 和 M2
两个方向的自由度,在 M1 方向运动可调节 SO 和 SD, 在

M2 方向上运动以配合探测器实现直线扫描;检测对象置

于转台中心,转台具有 M3 方向的旋转自由度,以实现圆

周扫描;探测器安装在转台上方,接收经过检测对象衰减

后的 X 射线,具有 M4 和 M5 两个方向的平移自由度,在
M4 方向上运动以配合射线源实现直线扫描,在 M5 方向

上运动可调节 SD。

数据采集前,需要确定扫描角度 α 和采样点数 p、q。
将检测对象置于转台中心,首先进行直线扫描,检测对象

静止,射线源、探测器分别沿 M2、M4 方向进行相对平行

直线移动;然后进行圆周扫描,射线源、探测器静止于直

线扫描结束位置,检测对象位于转台中心沿 M3 方向进

行 360°圆周运动。
2)实验结果

由上述所搭建的实验系统进行扫描实验,采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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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成像方法下仿真结果第 38、50 及 62 层横向切片蓝色虚线处的一维剖线图

Fig. 5　 The
 

1D
 

profiles
 

at
 

the
 

blue
 

dotted
 

lines
 

of
 

the
 

38th ,
 

50th
 

and
 

62th
 

horizontal
 

slices
 

of
 

simulation
 

results
 

using
 

different
 

imaging
 

methods

图 6　 实验系统及检测对象

Fig. 6　 Experimental
 

system
 

and
 

object

滨松 L10321 型微焦点射线源,X 射线锥角为 118°,设置

射线源管电压为 70
 

kV,管电流为 90
 

μA。 采用奕瑞

NDT0505J 型平板探测器,像元尺寸为 85
 

μm×85
 

μm,像
元矩阵为 1

 

536×1
 

536。 SO = 100 mm,SD = 180 mm,扫描

角度 α= 90°。 采用 SIRT 算法迭代 100 次,重建矩阵为

512×512 × 200。 其余参数与仿真实验相同。 分别采用

PTCL、OTCL、RCL 以及 HyCL
 

4 种成像方法,检测对象为

双层印刷电路板,如图 6(b)所示。
不同成像方法下扫描实验结果如图 7、8 所示。 观察

第 75 层、第 115 层切片整图可以看出,相比 PTCL 和

OTCL,RCL 和 HyCL 能够很好地抑制混叠伪影,图像具

备较好对比度。 观察 ROI
 

Ⅰ、ROI
 

Ⅱ及 ROI
 

Ⅲ,PTCL 和

OTCL 对于线条类特征的复原稍好,但对于圆环状特征的

复原存在结构拖尾;RCL 对图像特征的复原相对均匀,但
图像清晰度有所欠缺;相比之下,HyCL 在清晰度和均匀

性上都表现良好。

3　 讨　 　 论

　 　 针对薄板类工件内部结构及缺陷检测,CL 技术是一

种理想扫描方式。 直线型 CL 具有扫描速度快,横向分辨

率较高等优势;圆周型 CL 虽然结构复杂,但因扫描焦距

不变,投影数据更均匀。 本文提出的 HyCL 成像方法,在
扫描速度上,由于引入 RCL,HyCL 不具备明显优势,但是

其投影数据等同于直线型 CL 与圆周型 CL 的组合,分布

更为广泛,因而对于投影数据缺失导致的混叠伪影,
HyCL 会有较好的抑制作用。 层间混叠现象的一个突出

表现为:在感兴趣层切片中出现其余切片层的特征,使得

感兴趣层的图像对比度降低。 为清楚地展示 4 种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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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成像方法下扫描实验结果第 75 层横向切片,显示窗口[0 0. 03]
Fig. 7　 75th

 

horizontal
 

slices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using
 

different
 

imaging
 

methods
 

with
 

the
 

display
 

window
 

[0 0. 03]

图 8　 不同成像方法下扫描实验结果第 115 层横向切片,显示窗口[0 0. 03]

Fig. 8　 115th
 

horizontal
 

slices
 

of
 

experimental
 

results
 

using
 

different
 

imaging
 

methods
 

with
 

the
 

display
 

window
 

[0 0. 03]

方法在该现象上的表现,如图 9 所示,取上一章电路板仿

真实验结果的第 20、25、30 层横向切片(真值为空气层)
进行说明。 理论上对于不同切片层而言,离特征层越近,
其混叠伪影的影响越大。 比较混叠伪影对于不同层的影

响:PTCL 的层间混叠较为严重;比较第 30 层, OTCL、
RCL 和 HyCL 混叠伪影特征类似,但 OTCL 混叠伪影影响

相对较大;比较第 25 层,OTCL 混叠伪影仍然比较明显,
RCL 与 HyCL 视觉效果相当,混叠伪影明显减少;在第 20
层的时候,OTCL 与 RCL 仍有少量混叠伪影,HyCL 混叠

伪影几乎消失。
进一步剖析层间混叠现象的表现,为便于观察,采用

了图像特征较为简单的圆盘模体进行仿真实验,实验参

数与第 2 节仿真实验参数保持一致。 模体由 3 个制式圆

盘重叠而成,如图 10 所示。
圆盘仿真结果如图 11 所示。 可以直观看出,在纵向

上由于切片间混叠导致特征边缘模糊从而呈现类似边缘

信息扩散的现象,正是横向切片内存在混叠伪影的原因。
方框和箭头区域不仅导致非感兴趣层的特征出现在感兴

趣层上,同时在感兴趣层上还会出现不均匀的灰度值梯

度变化。 具体观察 4 种成像方法的重建结果,PTCL 和

OTCL 在纵向上均较难识别一些跨圆盘的特征边缘,故在

横向切片内具有明显混叠伪影;而 RCL 和 HyCL 尽管不

够清晰,但能够看到一些跨圆盘特征边缘的存在,故在横

向切片内,RCL 和 HyCL 的混叠伪影相对较少。 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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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电路板仿真结果第 20、25、30 层横向切片,显示窗口[0
 

102]
Fig. 9　 20th ,

 

25th ,
 

and
 

30th
 

horizontal
 

slices
 

of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PCB
 

with
 

the
 

display
 

window
 

[0
 

102]

图 10　 圆盘模体结构

Fig. 10　 The
 

structure
 

of
 

the
 

disk
 

phantom

观察 RCL 和 HyCL 纵向切片,可以看到 HyCL 在圆盘内

灰度不均的现象相对于 RCL 有所改善,结合第 2 节仿真

及扫描实验结果,这也有可能成为 HyCL 在横向切片内

的重建清晰度优于 RCL 的原因,但仍待论证。 CL 扫描

角度一般在 90° ~ 140°,由于实验条件限制,本文仿真实

验和扫描实验的 CL 扫描角度均设置为 α = 90°。 而对于

不同扫描角度下的成像对比实验,将在后续进行。 重建

算法及扫描参数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重建效果。 本

文 SIRT 算法参数固定,各成像方法的扫描角度一致为

90°、投影分度约为 1°,我们在确保其余参数基本一致的

　 　 　 　

图 11　 圆盘仿真结果横向中间层和纵向中间层切片,显示窗口[26
 

76]
Fig. 11　 The

 

horizontal
 

and
 

longitudinal
 

central
 

slices
 

of
 

simulation
 

results
 

of
 

the
 

disk
 

with
 

the
 

display
 

window
 

[26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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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验证了 HyCL 成像方法的可行性。 在实际实验

中,圆周扫描采用检测对象旋转的方式,与射线源-探测

器旋转相比,虽然二者成像几何模型等同,但在机械上,
本文方式易于实现。

4　 结　 　 论

　 　 针对薄板类工件内部结构及缺陷检测,研究一种

HyCL 成像方法,先后采用相对平行直线扫描和圆周扫描

获取投影数据。 为了进一步说明 HyCL 成像方法的性

能,本文采用多层印刷电路板,分别在理想投影数据和实

际投影数据条件下进行实验。 实验结果表明,在相同扫

描角度下,相较于直线扫描 CL( PTCL、OTCL)和 RCL,通
过投影数据的补充,HyCL 能够有效压制混叠伪影,其重

建结果的特征边缘轮廓较为清晰且均匀,图像对比度较

好。 HyCL 成像方法能有效减少非感兴趣层特征对感兴

趣层特征的混叠,但感兴趣层仍存在少量不均匀的灰度

值梯度变化;针对感兴趣层图像特征和边缘信息的还原,
HyCL 能达到较好结果,但在重建清晰度上相对于 PTCL
和 OTCL 还有待提升。 基于此,后续将研究 HyCL 数据冗

余处理、图像重建算法优化、结合深度学习的图像重建;
以及不同投影角度的扫描成像对比。 实际应用中,HyCL
成像可作为 CL 成像的补充,应用于高质量 CL 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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