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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目前兽医采用X一射线透视检查病畜的数量 日益增大
,

除内科疾病外还包 括外科骨

折的错位和复位的检验与治疗
。

为了准确的得到透视的影象
,

最基本的鲜佘是球管与萤

光屏 中心线要对准
,
以免位置误差影响病情诊断

。

(人医使用的 X 一射线机
, 保证球管

与萤光屏对中
, 因为人医使用的X 一射线机球管与萤光屏是联动的

。

) 在兽医透视 中
,

球 管与萤光屏间的畜栏
,

把球管与萤光屏 分割为两个不相关联的部分
,

透视操 作时
,

球

管和萤光屏不能同步移动
,

需要由一名助手掌握 X一射 线机球管 横梁
, 在透 视师指 令

下 ,
操纵球管横梁作上

、

下
、

左
、

右等方向 的移动 , 以配 合透视师操纵 月萤光屏的移

动
。

在两人分别操纵下
, 经常发生两者不同步的现象

, 同时由于X 一射线无屏蔽辐射
夕

而使透视师直接受到 X 一射线的杀伤
。

另一方面
,

助手经常处于无屏蔽的过量辐射区
,

甚至当电缆击穿时
, 也有被 电击的危险

。

据西北农学院同位素研究室对 X Z弱一 亚型 X一

射线机
, 进行的发射剂量场值测定

,
以及对有萤光屏屏蔽和无萤光屏屏蔽的发射量场值

做的对比 (见附表 ) , 就清楚的说明了这种危险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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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X线硬度
,

s oK V
,

4 件A ; 分别用 F J一 3 4 2
,

F D一 3 0 0 7
,

F J一 4 0 7等剂量仪器估测
。

根据资料 (见参考资料 1 )
,

病人在数 日内接受欠 线直射透视胸部
,

不能超过 1 2分

钟 (积叠量 )
,

透视肠 胃
,

不能超过 7 一 10 分钟 (积叠量 )
。

由此可见
,
对操作医师的

屏护是一项急需解决的问题
。

带本项研制工作得到董家伦同志的帮助
,

特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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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由于斜射透视
,

引起透视器管的变形
,

要求球管与萤光屏对中
。

本项研究
,

就是使 X 一射线机的球管与萤光屏装置同步联动机构 同步运行
,

避免操

作者在无屏蔽条件下
,

为寻找透射最佳条件
,

而遭受过量照射
。

也无需助手在危险区 进

行配合作业
。

目前我国尚无兽医专用 X 一射线机
,

许多兽医院 ( 站 )
,

都 已感到球管与萤光屏的

联动 , 是兽医用 X一射 线机结构的关键
,

也是诊断使用中的迫切问题
。

本项研究
,

就是为

适应兽医 院 (站 ) 的需要 , 设 计 一种适合各种机型的
、

符合临床实用 的联动装置
。

联动装置设计 的技术要求

联动装置的基本要求
,

就是将球管与萤光屏可靠地联结成一体
,

运动时有足够的刚

度
,

操作轻便
,

运行灵活
,

而且又容易分开
。

联动装置由联动架体
、

萤光屏 的滑动架
、

平衡配重及随动机构等四部分组成
, 联动架

体将球管与萤光屏通过滑动架联结成一体
,

滑动架可在联动架体上滑动
,
萤光屏固定在

滑动架上
,

萤光屏可相对于球管做距 离大小

的调整
。

整个架体由配重牵制
,
以便操作轻

江
。

由于整个架体项做上
、

下
、

左
、

右方向
_

运动
夕

配重系统要经过随动装置的 石断变

位
,
以保证配重在联动架运动中能始终保持

牵制作用
,

这 祥就形成了叮个寒整的联动装

置系统 (见图一 )
。

一
、

联动架体 (见图二 )

联动架一端与 X一射线 机球管横梁联结

(两个联结点 ) , 跨越畜栏
,

跨越高度为 2

米 ; 另一端与萤光屏滑动架滑动结合
,

使萤

光屏滑动架可在联动架体上滑动
,
以调节萤

光屏与球管的距离
, 可调范围为 4 00 毫米

。

图一 联动装置系统 联动架采用小20 钢管
,

焊接结构
,

设计

中对结构的分析是考虑棱角与最大挠度而定的
。

水平横梁 的最大棱角公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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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一集中载荷 sk g , 均载 3k g ,

因系双横梁取一半
, P 二 4 k g

。

L一第二立柱至悬挂萤光屏 中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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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4

二 , 二 = O
:

1 4 8弧度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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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联动架体

对于悬挂端 的最大挠度
,

应当先计算 自由状态
,

然后加以约束
。

△ 二` 二
=

P L s

及芬

二 3 0 Om m

对于衍架的变形量约束的办法是钢丝绳的吊挂点
,

把吊挂点做为文点再计算棱角与

挠度 , 钢丝绳经悬挂架 中心悬挂
, 实际臂长已控制为 L = 20 。一 6 。`范围

,

按此数值
,

可

求得 :

O
二 。 二

二 0
.

0 0 5 7弧度或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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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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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值说明结构稳定
。

二
、

萤光屏滑动架 (见图三 )

由于操纵者以萤光屏 为操纵柄
, 控制整个机构的 运动

,

则其载 荷方向 为 X
、

Y
、

Z

三轴向 , 为 使操纵轻便设计采用多排轴承的结合
,

一个结点由四个轴承支承
,

这样可以

承受三轴向的载荷
,

整个滑动架的支承也可以保证在联动架横梁出现变形的情况下
,

顺

利滚动 , 架体滚动需要的推力
,

杯超过 1 k g ,

当发现 推力增大时
,

可对滚 动 轴承的高

度进行调节
。

三
、

平衡配重

配重是考虑联动架体与萤光屏重量 的
一

平衡作用
,

因此不能以架休 几何中心 为吊挂中

心
,

吊挂中心应偏向萤光屏
,

即确定吊挂中心时
,

把萤光屏滑 为架拉到最大位置
,

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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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萤光屏滑动架

联动架与萤光屏滑动架组合体的重心位置
。

悬挂钢丝绳
,

采用 D
: 、 29 + 1 一 1 3一 4 。 一 I 一 Z 一 T ( G B 3 6 5 一 6 4 )

,

经 验算
,

安

全 可靠

四
、

随动机构 (
_

见图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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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配重随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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萤光屏的左右移动
,

在球管一端依靠地轨
,

地轨要尽量的靠近畜栏
,

以使球管横梁

伸出长度减小
,

联动架体通过配重钢丝绳悬挂在随动机构
_

!:
,

与此形成天轨运动
。

当萤

光屏左右移动时
,

配重重锤即
_

}二
、

下运动
。

吊挂钢丝绳发生倾斜
,

移动重锤 的力为 F =

s k g ,

则其水平分力为
:

F
、 = F s in a

当 F
二

水平推力达到 1 k g时
,

即可推动滑动车运动
。

5 i n a = 0
.

1 2 5

a = 7
“
10 ,

可以看出钢丝绳倾斜 7
“

10
`

时
,

即 发生重新对位
,

当随动装置采用滚动轴承时
,

队

着轴承的增大
, a 值还可以减小

。

从实验的情 况看
,

已达到 随动 目的
,

在任何 工作位

置
,

都能牵动萤光屏到位
,

钢丝绳达到垂直状态
。

临床试用鉴定结果与讨论

一九八一年初
,

我们将设制的联动装置
,

按装在 X一 2兄一 亚型射线 机上
,

由西北

农学院兽医院
,

进行了一年多的临床试用
,

性能稳定
夕

效果 良好
。

该装置由于萤光屏前后移位范围大
夕

可适用于大
、

小家畜的诊断
。

该项设计
,

经有关同行专家初步鉴定
,

认为设计原理正确
,

结构精练
,

操作灵活
,

提高了工作效率
,

保证 了安全
,

适合当前需要
,

建议推广使用
。

目前陕西省农林学校
,

宝鸡县 以及四川
、

新疆等省市的有关兽医院已经引用了该项

装置
。

我们认为
,

该项装置今后进一步改进的问题是旋转斜视与照像装置的问题
,

怎样满

足斜位照像
,

照像装置怎样简易换装
,

配重怎样调节等
,

还需进一步研究
。

参 考

1
.

四 , l!医学 院
器氰暴霍

仁

黯
!
瓢
“

:

资 料

《 X 线诊断学 》
,

四 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

年
,

P S 一 3 1
。

2
.

7 0 2翻译组译
:

七六年
,

P 4 1一 P 5 2
、

3
.

金宝贞主编 :

P 1 9 3
、

P 3 3 5一 P 3 4 O
。

《 辐射安全教程 》 , 〔美 〕 H
·

J
·

M oe 著
,

原子能出 版社
,

一九

P 14 3一 P 1 4 7
.

《 结构力学 》 ,

人民教 育出版社
,

一九七九年
,

P 33 一 P 4 3
、

P 1 6 4一

4
.

沿袭王覆季器
编辑委员会 `

:

机械工程手册 》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一九八二

年

第一卷 : P 4 一 2 7 2一 1 7 5 ,

第七卷
: P 41 一 26 一 32

,

P 4 3一 1 2一 2 4
。



2 2 西北农学院学报 19 5 3年第 4期

Re s e a r e ho n S P he r o id T ub e o f X 一 r a y Ma e hin e An d

I了l o r e s ue e n tC o up ( in gD e v ie e Us e d 1
2一 V e te r in a r y

F 0 n 9 W
u h Za o S h u一

l ia zz gYa n gB i
一 s he n g

L i uC he n 一乙 ha n u

( No r thw e s te f n C o l l e ge o f A gr ie ul tur e )

Ab s tr a c t

Be e a us e o f the ir un s yn o e hr o n iz e d m o ve m e n t
,

t h e s p h e r i o d t u b e o f

X
一 r a y m a e h i n e a n d f l u o r e s e e n t e o u p l i n g d e v i e e ,

w h e n s i e k a n i m a l s

w e r e g i v e n p e r s P e e t i v e , rn a y e a u s e :
( 1 ) t h e P e r s P e e t i v e v e t e r i n a r y

5 u r g e o n a n d h i s a s s i s 土a n t m i g h t 只e t e x e e s s x
一 r a y k i l l i n g s ; ( 2 ) t h e

a s s i s t a n t w a s i n d a n g e r o f t o u e h i n 只 e l e e t r i e i t y w h e n t h e p l u g o
f h i g h

v o l t a g e b r o
k

e d o w n ; a n d ( 3 ) o e e u r e rl e e o f t i l t i n g P e r s P e e t i v e m a y

a f f e e t t h e r i g h t d i a g n o s i s
.

A n d t h e r e f o r e ,
’

t h e k e y t o s o l v i n g t il i s p r o b l e m

e o n s i s t e d i n t h e r e q u i r e m e n t o f s y ll o e h r o n i z e d m o v e m e n t o f s p h e r i o d

t u b e a n d f l u o r e s e e n t e o u P l i n g d e v i e e .

T h e t r i a l
一 p r o d u e e d e o u p l i n g d e v i e e m a d e t h e f l u r e s e e n t a n d s P h e r o i d

t u b e k e e P s y n o e h o r i z e d m o v e m e n t a n d e a n b e v e r y f l e x i b l
e t o m o v e u P

a n d d o w n , r i g h t a n d l e f t , n e a r a n d f a r .

T h e w h o l e e o u P l i
n g d

e v i e e

e o n n e e t e d w i t h t il e b a l a n e e d e v i e e e a n e n s u r e t h e m t o
b

e i n a n y

p o s i t i o n a n d t o h a v e a b a l a n e e f u n e t i o n .

T h i s d e v i e e ,
f l e x i b l e i n u s e ,

只o o d i n q u a l i t y
, e a s y t o m a k e a n d l o w i n e o s t ,

w a s u n d e r e l i n i e a l

u 5 e f o r m o r e t h a n o n e y e a 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