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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医疗装备产业与应用标准化工作组SAC/SWG26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机械工业仪器仪表综合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学肿瘤

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上海联影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航，卢洁，白艳梅，闫少珍，董硕，成学慧，芦铭，苏立楠，蔡军，张英，

宫红岩，张文龙，吴萍，荣瑶，李春霞，韩乾，廖鑫，宋晨，姚雨露，张卫国，孙红岩，孙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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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电子发射 X 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PET/CT）使用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正电子发射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以下简称PET/CT）在临床使用过程中评价指

南，内容包括可靠性、可用性、性能和功能性等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正电子发射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在临床使用过程中的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WS 519-2019 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装置质量控制检测规范 

WS 817-2023 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设备质量控制检测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可靠性 reliability 

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来源：GJB 451A-2005 2.1.3.1] 

 

固有可用度 inherent availability(Ai) 

仅与工作时间和修复性维修时间有关的一种可用性参数。其一种度量方法为：产品的平均故障间隔

时间与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和平均维修时间的和之比。 

[来源：GJB 451A-2005 2.5.1.4] 

 

可达可用度 achieved availability(Aa) 

仅与工作时间、修复性维修和预防性维修时间有关的一种可用性参数。其一种度量方法为：产品的

工作时间与工作时间、修复性维修时间、预防性维修时间的和之比。 

[来源：GJB 451A-2005 2.5.1.3] 

 

使用可用度 operational availability(Ao) 

与工作时间和不能工作时间有关的一种可用性参数。使用可用度的一种度量方法为：产品的工作时

间与工作时间、不能工作时间的和之比。 

[来源：GJB 451A-2005 2.5.1.2] 

 

首次失效前时间 time to first fail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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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首次使用直到失效的累计工作时间。 

[来源：GB/T 2900.99-2016 192-05-01，有修改] 

 

维修性 maintainability 

产品在规定的条件下和规定的时间内，按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维修时，保持或恢复到规定状态的

能力。 

[来源：GJB 451A-2005 2.1.4.1] 

 

可用性 usability 

具有有效性、效率、用户易学和用户满意的用户接口特性。 

[来源：YY/T 1474-2016 3.18] 

 

功能性 functionality 

产品为执行任务，所提供的各种功能及其方便组合的程度。 

[来源：GB/T 18272.3-2000 3.1 有修改] 

 

图像中心融合精度 image center fusion accuracy 

系统将来自不同成像方式的图像进行配准融合后，PET图像中心与CT图像中心之间的空间位置匹配

程度，与真实值之间的差异。 

 

4 评价项目 

医学影像装备临床使用评价指南第1部分：正电子发射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PET/CT）评价项

目见表1。 

表1 正电子发射 X射线计算机断层成像系统（PET/CT）评价项目 

评价项目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三级评价指标 

可靠性 

固有可用度 - - 

可达可用度 - - 

使用可用度 - - 

首次失效前时间 - - 

主要核心部件状态 

X射线管状态 包括但不限于曝光秒、扫描次数、打火

次数（打火总次数、预热次数及训管次

数）、旋转圈数、输出KV及输出mA。 

高压发生器状态 包括但不限于高压发生器的温度。 

CT探测器状态 包括但不限于探测器温度监测。 

PET探测器状态 包括但不限于晶体格点位置查找表漂

移、能量漂移、飞行时间状态、符合计

数图状态、高压、系统温度(内环、外

环）和系统湿度。 

软件可靠性 软件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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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三级评价指标 

系统不工作次数 - 

软件可用度 包括软件固有可用度、软件可达可用度

及软件使用可用度。 

维修性 

平均维修间隔时间 - 

预防性维护时间 - 

平均维修时间 - 

服务保障性 平均保障延误时间 - 

可用性 

接口响应及时性 - - 

布局合理性 - - 

容错性 - - 

提示信息准确性 - - 

任务完成满意程度 - - 

性能 

PET性能 - 宜包括空间分辨力、灵敏度、定标因

子、探测器工作状态等。 

CT性能 - 宜包括重建层厚偏差、CTDIw、CT值

（水）、均匀性、噪声、高对比分辨

力、低对比可探测能力等。 

图像中心融合精度 - - 

功能性 

成像技术的临床使用 - 包括但不限于临床检查部位，临床检查

方式，各成像序列的使用频率。 

临床图像质量 - - 

影像诊断结果 

灵敏性 - 

特异性 - 

准确度 - 

注： -表示此项不涉及。 

5 评价方法 

可靠性 

5.1.1 固有可用度 

记录设备在临床使用过程中的故障发生时间、维修时间，利用式（1）计算得到设备固有可用度： 

 Ai =
𝑀𝑇𝐵𝐹

𝑀𝑇𝐵𝐹+𝑀𝑇𝑇𝑅
········································································ (1) 

式中： 

MTBF ----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TTR ---- 平均修复时间。 

注1：设备维修人员到达现场至服务完成时间为修复时间，平均修复时间为修复总时间与报修次数的比值。 

5.1.2 可达可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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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设备在临床使用过程中的维修开始时间和维修结束时间、预防性维护开始时间和预防性维护

结束时间，利用公式（2）计算得到设备可达可用度。 

 Aa =
𝑀𝑇𝐵𝑀

𝑀𝑇𝐵𝑀+𝑀
·········································································· (2) 

式中： 

MTBM ---- 平均维修间隔时间； 

M ---- 平均修复时间，包括预防性维护与修复性维修。 

5.1.3 使用可用度 

记录设备每次故障导致不可用开始时间和故障修复完成设备开始使用时间，每次预防性维护导致

不可用开始时间和预防性维护结束设备开始使用时间，利用公式（3）计算得到设备使用可用度。 

 Ao =
𝑀𝑇𝐵𝐹

𝑀𝑇𝐵𝐹+𝑀′ ········································································· (3) 

式中： 

MTBF ----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M
 
---- 平均不能工作时间。 

5.1.4 首次失效前时间 

记录设备自装机以来第一次发生需服务工程师到场维修的故障的时间，计算其与首次使用时间之

间的时间间隔。 

5.1.5 主要核心部件状态 

5.1.5.1 X射线管状态 

定期由服务工程师进入服务模式，导出X射线管历史状态数据。 

5.1.5.2 高压发生器状态 

定期由服务工程师进入服务模式，导出日志中高压发生器的温度信息。 

5.1.5.3 CT探测器状态 

定期由服务工程师导出PET/CT系统服务日志，提取CT探测器温度记录数据，绘制时间-参数变化曲

线，判断各项指标的波动是否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 

5.1.5.4 PET探测器状态 

由影像技师或临床工程师进入PET/CT控制系统的质控界面，导出有源质控和无源质控报告，有源质

控和无源质控包含的检测项目以设备制造商提供的检测项目为准。定期进行统计分析，绘制时间-参数

变化曲线，判断各项指标的波动是否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 

或定期由服务工程师进入服务模式，导出PET探测器状态监测的历史计数率、温度、湿度信息。 

注1：有源质控的检测项目如晶体格点位置查找表漂移、能量漂移、飞行时间状态、符合计数图状态、电压、系统温

度（内环、外环）、系统湿度等 

注2：无源质控的检测项目如电压、计数率、系统温度（内环、外环）、系统湿度等。 

5.1.6 软件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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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件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记录软件原因导致故障开始时间、结束时间、故障次数，计算在一个时间段内，多次软件故障之间

时间间隔的平均值。 

2) 系统不工作次数 

系统不工作次数指在一段时间内，系统由于软件原因无法正常工作的总次数。 

3) 软件可用度 

包括软件固有可用度、软件可达可用度及软件使用可用度。计算方法参照4.1.1可用度。主要指与

软件相关的维修、维护活动，其中，软件维护主要指软件升级活动，软件维修主要指解决软件问题等活

动。 

5.1.7 维修性 

5.1.7.1 平均维修间隔时间 

记录设备使用过程中每次服务工程师到场维修开始时间和维修结束时间，利用本次维修开始时间

与上一次维修结束时间之差，计算得到单次维修间隔时间，计算得到平均维修间隔时间。 

5.1.7.2 平均预防性维护时间 

记录某一时间段内，设备使用过程中的每次服务工程师到场预防性维护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通过

计算得到平均预防性维护时间。 

5.1.7.3 平均维修时间 

记录使用过程中每次服务工程师到场的维修开始时间和维修结束时间，求差得到单次维修时间，计

算得到平均维修时间。 

5.1.8 服务保障性 

保障延误时间又称延误时间，包括供应延误时间及维修延误时间。供应延误指为获得维修所需备件

而耗费的全部时间，包括管理延误时间、生产或采购时间、故障件修复时间、运输时间等。维修延误指

由于等待维修资源或维修设备所花费的时间，包括管理（通知）时间和运输时间。维修资源包括人员、

测试设备、保障设备、工具、技术手册或其他技术资料。 

平均保障延误时间指一段时间内，延误时间间隔的平均值，即一段时间内供应延误时间和维修延误

时间的总和除以这段时间发生的故障次数。 

可用性 

5.2.1 接口响应及时性 

接口响应及时性宜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按钮响应和相关菜单响应的及时性。 

按钮响应及时性涉及的用户接口宜包括但不限于球管预热、空气校正、PET无源质控（若有）、PET

有源质控、患者管理、患者注册、定位像扫描、CT扫描重建、PET扫描重建、图像浏览、参数测量、CT

控制盒、控制面板等。 

菜单响应及时性涉及的用户接口宜包括但不限于球管预热、空气校正、PET无源质控（若有）、PET

有源质控、患者管理、患者注册、定位像扫描、CT扫描重建、PET扫描重建、图像浏览、参数测量等。 

面向有设备操作经验的使用者发起关于接口响应及时性的问卷调查，收集调查结果并结合问题权

重计算得分，问卷平均分即为接口响应及时性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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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布局合理性 

布局合理性宜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按钮布局和相关菜单布局的合理性。 

按钮布局合理性涉及的用户接口宜包括但不限于球管预热、空气校正、PET无源质控（若有）、PET

有源质控、患者管理、患者注册、定位像扫描、CT扫描重建、PET扫描重建、图像浏览、参数测量、CT

控制盒、控制面板等。 

菜单布局合理性涉及的用户接口宜包括但不限于球管预热、空气校正、PET无源质控（若有）、PET

有源质控、患者管理、患者注册、定位像扫描、CT扫描重建、PET扫描重建、图像浏览、参数测量等。 

面向有设备操作经验的使用者发起关于接口布局合理性的问卷调查，收集调查结果并结合问题权

重计算得分，问卷平均分即为接口布局合理性的评价结果。 

5.2.3 容错性 

接口的容错性从接口设计是否合理和是否容易发生误操作等方面进行评价。 

接口设计是否合理涉及的用户接口宜包括但不限于球管预热、空气校正、PET无源质控（若有）、

PET有源质控、患者管理、患者注册、定位像扫描、CT扫描重建、PET扫描重建、图像浏览、参数测量等。 

是否容易发生误操涉及的用户接口宜包括但不限于CT控制盒和控制面板。 

面向有设备操作经验的使用者发起关于接口容错性的问卷调查，收集调查结果并结合问题权重计

算得分，问卷平均分即为接口容错性的评价结果。 

5.2.4 提示信息准确性 

提示信息准确性是从提示信息是否清晰准确角度进行评价。 

接口提示信息准确性涉及的用户接口宜包括但不限于X射线管预热、空气校正、PET无源校正（若有）、

PET有源校正、患者管理、患者注册、定位像扫描、CT扫描重建、PET扫描重建、图像浏览、参数测量、

CT控制盒、控制面板等。 

面向有设备操作经验的使用者发起关于接口提示信息准确性的问卷调查，收集调查结果并结合问

题权重计算得分，问卷平均分即为接口提示信息准确性的评价结果。 

性能 

5.3.1 PET性能 

PET性能检测方法宜采用WS817-2023《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设备质量控制检测标准》中5质

量控制检测项目与方法所推荐技术方法。 

5.3.2 CT性能 

CT性能检测方法宜采用WS519-2019《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装置质量控制检测规范》中5质量控制检

测项目与方法所推荐技术方法。 

5.3.3 图像中心融合精度 

图像中心融合精度误差参照NEMA 2-2018标准第9部分进行测试并报告,亦可根据相应厂商标准测试

方法进行测试并满足厂商要求。 

图像中心融合精度误差参照NEMA 2-2018标准第9部分进行测试并报告,亦可根据相应厂商标准测试

方法进行测试并满足厂商要求。 

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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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成像技术的临床使用 

统计规定时间内临床检查部位、临床检查方式、各成像序列的使用频率，评价成像技术辅助临床决

策的能力范围。 

5.4.2 临床图像质量 

以满足临床影像学诊断的要求为标准，根据能否分辨病灶形态，大小及位置、能否进行图像诊断对

图像质量进行定性评价。临床图像质量按表2分为三个等级。 

表2 临床图像质量评价等级 

序号 图像质量级别 图像质量定性评价 评价标准 

1 1级 好 明确病灶情况及位置，可以进行图像诊断 

2 2级 一般 可以看清病灶情况及位置，可以进行图像诊断 

3 3级 较差 无法分辨病灶与正常组织的关系，不能进行图像诊断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临床图像质量评价： 

1) 抽取临床病例图像，宜根据设备功能与实际临床应用情况，选取头部、体部（包括胸部、腹部、

盆腔）等部位，各部位样本量宜不少于60例。 

2) 采用双人盲态评价的方式进行，即由两位已完成诊断例数不小于5000例的临床医师背靠背进行

评价，若两位医师的评价不一致，则取较低的评分作为最终评价结果。图像质量评价采取中心读片的方

式进行，即所有图像均由满足特定条件的医生进行集中评定。 

3) 图像质量评价结束后，分别汇总不同部位的图像质量评价结果，统计各级图像数量及在总体样

本中的占比。 

5.4.3 影像诊断效果 

按照以下方法进行评价： 

1) 采用临床数据进行评价，抽取规定时间内临床检查病例。 

2) 根据不同疾病采用不同临床诊断作为参考，评价影像诊断的灵敏性、特异性和准确度。 

灵敏性（sensitivity, Sen）指在被检查者中，应用该诊断设备检查得到阳性结果的百分比（或将

患病者从所有被检查者中分辨出来的能力）。 

 𝑆𝑒𝑛 =  
𝑎

𝑎+𝑐
× 100% ···································································· (4) 

式中： 

a ---- 真阳性例数； 

c ---- 假阴性例数。 

特异性（Specificity, Spe）在被检查者中，应用诊断设备检查获得阴性结果的百分比（或将实际

未患病者从所有被检查者中分辨出来的能力）。  

 𝑆𝑝𝑒 =
𝑑

𝑏+𝑑
× 100% ····································································· (5) 

式中： 

b ---- 假阳性例数； 

d ---- 真阴性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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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度（或诊断效率）（Accuracy, ACC）：在被检查者中，用诊断设备检查能准确划分患病者和

非患病者的百分比（或能够准确判断患病者和未患病者的能力）。 

 𝐴𝑐𝑐 =
𝑎+𝑑

𝑎+𝑏+𝑐+𝑑
× 100% ································································· (6) 

灵敏性、特异性、准确性三项指标，越接近100%，准确性越高，真实性越好，正确判断患病者或非

患病者的能力越好，也就是医学影像装备对生理、病理信息的鉴别、正确传递的能力越好。 

6 评价结果的使用 

可靠性 

可靠性评价考察医学影像设备在临床应用过程中是否稳定。利用本文件5.1 可靠性的评价方法时，

同型号设备的数量越多或考察周期越长，相对越能反映该型号设备的整体可靠性。可靠性参数计算结果

可用于对比评价不同型号同类设备在临床应用过程中的稳定性是否表现出明显差异。 

可用性 

可用性评价考察设备人机接口的设置是否合理。对设备不同接口的可用性评价结果，可作为设备接

口设计改进的依据提供给制造商，或用于评估用户培训效果。 

性能 

性能评价周期性考察设备的性能参数水平是否达到相关标准要求。 

PET性能检测结果应符合WS817-2023《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设备质量控制检测标准》中表A.1

检测项目与技术要求中的规定。 

CT性能检测结果应符合WS519-2019《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装置质量控制检测规范》中表A.1CT检测

项目与要求中的规定。 

图像中心融合精度误差应符合制造商产品说明书的要求。 

功能性 

功能性评价考察设备是否能满足临床疾病诊疗的需求。设备功能性评价的结果，可作为优化不同型

号同类设备临床分工的依据，提高设备服务临床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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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可用性评价调查问卷示例 

A.1 可用性评价调查问卷内容示例 

PET/CT可用性评价调查问卷内容示例见表A.1。 

表A.1 PET/CT可用性评价调查问卷 

序号 题干内容 答题选项 

1 姓名  

2 所评价设备的品牌和型号（必填）  

3 工作单位（必填）  

4 学历（必填）  

5 职称（必填）  

6 使用本型号设备时长（必填）  

7 球管预热相关按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8 球管预热相关按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9 球管预热相关菜单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10 球管预热相关菜单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11 球管预热相关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12 球管预热接口设计合理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13 球管预热接口是否能够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14 空气校正相关按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15 空气校正相关按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16 空气校正相关菜单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17 空气校正相关菜单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18 空气校正相关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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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干内容 答题选项 

19 空气校正接口设计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20 空气校正接口是否能够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21 PET无源校正相关按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22 PET无源校正相关按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23 PET无源校正相关菜单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24 PET无源校正相关菜单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25 PET无源校正相关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26 PET无源校正接口设计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27 PET无源校正接口是否能够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28 PET有源校正相关按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29 PET有源校正相关按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30 PET有源校正相关菜单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31 PET有源校正相关菜单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32 PET有源校正相关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33 PET有源校正接口设计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34 PET有源校正接口是否能够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35 患者管理相关按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36 患者管理相关按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37 患者管理相关菜单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38 患者管理相关菜单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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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干内容 答题选项 

39 患者管理相关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40 患者管理接口设计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41 患者管理接口是否能够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42 患者注册相关按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43 患者注册相关按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44 患者注册相关菜单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45 患者注册相关菜单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46 患者注册相关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47 患者注册接口设计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48 患者注册接口是否能够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49 定位像扫描相关按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50 定位像扫描相关按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51 定位像扫描相关菜单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52 定位像扫描相关菜单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53 定位像扫描相关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54 定位像扫描接口设计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55 定位像扫描接口是否能够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56 CT扫描重建相关按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57 CT扫描重建相关按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58 CT扫描重建相关菜单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GB/T XXXXX—XXXX 

12 

序号 题干内容 答题选项 

59 CT扫描重建相关菜单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60 CT扫描重建相关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61 CT扫描重建接口设计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62 CT扫描重建接口是否能够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63 PET扫描重建相关按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64 PET扫描重建相关按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65 PET扫描重建相关菜单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66 PET扫描重建相关菜单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67 PET扫描重建相关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68 PET扫描重建接口设计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69 PET扫描重建接口是否能够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70 图像浏览相关按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71 图像浏览相关按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72 图像浏览相关菜单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73 图像浏览相关菜单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74 图像浏览相关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75 图像浏览接口设计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76 图像浏览接口是否能够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77 参数测量相关按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78 参数测量相关按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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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题干内容 答题选项 

79 参数测量相关菜单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80 参数测量相关菜单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81 参数测量相关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82 参数测量接口设计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83 参数测量接口是否能够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84 CT BOX按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85 CT BOX按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86 CT BOX声光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87 CT BOX是否易发生误操作 □是   □否 

88 CT BOX是否能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89 C PAN按键布局 
□非常合理   □比较合理   □一般   □较不合理   

□完全不合理 

90 C PAN按键响应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91 C PAN声光提示 
□非常及时   □比较及时   □一般   □较不及时   

□完全不及时 

92 C PAN是否易发生误操作 □是   □否 

93 C PAN是否能完成预期任务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完全不符合 



GB/T XXXXX—XXXX 

14 

A.2 可用性评价调查要求 

以表A.1为调查问卷时，为满足统计要求，对于每种型号PET/CT需回收至少88份调查问卷，并且确

保问卷内容回答完整。被调查对象均来自于配备有该型号PET/CT设备的医院或研究机构中操作使用该

设备的影像技师或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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