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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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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复杂(内容繁多!软件设计较难的问题!提出了一种高频
A

射线

机中
cP1RG

图像文件生成的程序设计方法&首先分析了
cP1RG

文件的数据结构!然后提出了一

种
cP1RG

文件生成的具体程序设计方法'先构建一个数据元结构体的模板数组!用于存储图像的

特征值(传输语法(像素数据等!再将各类数据依次写入
cP1RG

文件中&该程序设计方法除了能

将
JGT

文件转换成
cP1RG

文件外!还能将
+TLd

文件转换成
cP1RG

文件&该程序设计严格遵

循
cP1RG!&)

协议!所生成的
cP1RG

文件通过
cP1RG

浏览软件
8YcP1RG

软件实现了显示&程

序设计基于
#1^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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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学数字成像和通讯的标准+++

cP1RG!&)

$

用于统一医疗图像文件的存储和传输标准&完备与

成熟的
cP1RG!&)

标准自问世以来$就得到业界的

广泛认可$目前已成为业界认可的唯一标准)

*>(

*

&

cP1RG!&)

标准复杂%内容繁多$软件设计较

难&在研制高频
A

射线机数字图像处理系统的过

程中$需要将图像采集卡采集到的
A

射线机图像转

为
cP1RG

文件&虽查阅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和学位

论文$但发现有关
cP1RG

的论文多是基于
cP1RG

文件的显示%转换和传输的$很少涉及到
cP1RG

文

件生成的研究$或稍稍提及$但缺乏详细的介绍)

!>D

*

&

<

!

L7IQ!

文件的数据格式

cP1RG

文件一般由文件头和数据集组成$如

图
*

&

图
<

!

L7IQ!

文件数据格式

文件头是可选的$其中前同步码为
*(@

个
))W

子节$它的存在是为了提供与一些通用的计算机文

件格式的兼容性&接下来是前缀$

"

个字节$为大写

的
mcP1Gm

字符$可以根据此字符判断文件是否为

cP1RG

文件&

数据元主要由
"

个部分组成$标签
H/

3

%数据类

型表示值
#U

%值域长度%数据元值&见图
(

&

图
=

!

L7IQ!

数据元

标签是一个
"

字节的无符号整数$并分为
(

个

部分(组号!高位
(

字节"和元素号!低位
(

字节"#

#U

指明该数据元素中的数据是哪种类型$是长度

为
(

的字符串$如/

c<

/%/

iF

/等&在数据元素中$

#U

可选$它取决于协商的传输数据格式&如果是

显示传输$

#U

必须存在#如果是隐式传输$

#U

必

须省略&值域长度指明了该数据元中数据域的数

据长度!字节数"&数据域则包含了该数据元的

数值&

=

!

L7IQ!

文件的生成

=><

!

L7IQ!

文件的程序设计

对于一般的
cP1RG

浏览软件而言$并不需要

遍历所有的数据元$而主要是与传输语法%图像信息

有关的数据元$主要有以下几种

!

)))(

$

))*)

"定义传输语法
6Pc

#

!

))(@

$

)))(

"表示每个像素的分量!

I/M

=

%8

"数#

!

))(@

$

)))"

"表示光度的描述法$光度规定了图

像的显示特性#

!

))(@

$

)))@

"表示图像帧数#

!

))(@

$

))*)

"表示图像的行数#

!

))(@

$

))**

"表示图像的列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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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每个像素的比特位数#

!

))(@

$

)*)*

"表示像素每个分量的比特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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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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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像素有效位数最高位的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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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表示图像的窗位#

!

))(@

$

*)?*

"表示图像的窗宽#

!

DiL)

$

))*)

"表示图像像素数据&

在后面的程序设计中$主要是把这些数据元添

加入
cP1RG

文件$其它的数据元可以根据需要添

加入
cP1RG

文件中$方法不变&过程如下

*

"构造一个结构体
L%8M8.:I:-,N:

$该结构体包

含数据元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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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长度%数据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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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92$-:5.:M

1

.d-$,

=

H/

3

#

0

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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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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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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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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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表示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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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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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数值类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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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值的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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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

.L%8M8.:F8.

3

:2

#

0

元素的

长度

!

N2/-

:

M

1

NL%8M8.:W8/O

#

0

用于存储一个

数据元素的所有成分(包括组%元素标识$数值类型%

长度%内容等

5

8%8M8.:I:-,N:

#

(

"可以用
L%8M8.:I:-,N:

结构体来定义一个结

构体数组$用于上述的必要的数据元的存储&但存

储时$数据元存入顺序必须按组标签和元素标签由

小到大顺序存入数组$并且一经存入后$顺序就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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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如果临时想在数组中嵌入一个数据元$就必

须将数组重新写过&为了增加编程的灵活性$引入

了
1<--/

;

模板类$对
1/--/

;

类的对象的操作类似

于
1

语言的数组的使用$不过
1//--/

;

类对象的大

小可以根据需要动态的缩小或增加$并且该类内部

函数众多$可以轻松地实现对数组成员的定位%查

询%拷贝%删除%插入等操作$非常灵活&

先定义模板类(

1<--/

; .

L%8M8.:I:-,N:

$

L%8M8.:I:-,N:

/

L%8M8.:1<--/

;

#

然后定义临时的
L%8M8.:I:-,N:

结构变量(

H8M

=

L%8M8.:

#将各个数据元的四个部分分别赋予

给
H8M

=

L%8M8.:

的对应成员$最后添加到模板类

L%8M8.:1<--/

;

中&如.图像的行数/数据元$将其

组%元素标签%元素描述%值的类别
#U

%值长度%数

据 域 等 先 赋 给
H8M

=

L%8M8.:

$然 后 添 加 入

L%8M8.:1<--/

;

中&

H8M

=

L%8M8.:&M

1

.d-$,

=

H/

3

Z)Q))(@

#

H8M

=

L%8M8.:&M

1

.L%8M8.:H/

3

Z)Q))*)

#

9:-N

=;

!

H8M

=

L%8M8.:&L%8c89N-5

=

:

$

nU$X9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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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8M

=

L%8M8.:&#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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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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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8M8.:&M

1

.#/%,8Z?DK

#

H8M

=

L%8M8.:&M

1

N#/%,8Z '6FF

#

H8M

=

L%8M8.:&M

1

.#/%,8F8.

3

:2Z(

#

L%8M8.:1<--/

;

&<OO

!

H8M

=

L%8M8.:

"#

将所有数据元添加到
L%8M8.:1<--/

;

后$再按

组 标 签%元 素 标 签 由 小 到 大 的 顺 序 排 列

L%8M8.:1<--/

;

中的数据元&先比较组标签的大

小$相同的组标签再比较元素标签的大小$用冒泡

排序法将
L%8M8.:1<--/

;

中的元素按从小到大的

顺序排列&这是采用
1<--/

;

模板类带来的灵

活性&

!

"确定每个数据元的长度&这要根据传输语

法$判 断 是 小 端 !

%5::5%88.O5/.

"还 是 大 端 !

S5

3

8.O5/.

"存储%传输$隐式还是显式传输$数据元的值

类型$从而最终确定每个数据元的长度&

不同的数据元具有不同的
#U

$并且
#U

是可选

的$这取决于协商的传输数据格式&在显式传输时$

#U

必须存在$在隐式传输时$

#U

必须省略&不同

的
#U

以及传输语法还决定了数据元值域长度的存

储需要不同的字节&再由值域长度内的值规定数据

域内数据的长度&见表
*

%

(

&

表
<

!

JW

为明确表示值

标签
#U

值域长度 数据域

组号 元素号 为非
RJ

%

Rg

%

Ih

%

6' *K

位无符号整数
按照

#U

和协商的传输格式编码的偶数字

节数据

(

字节
(

字节
(

字节
(

字节 值域长度指定的字节数或不定长

组号 元素号 为
RJ

%

Rg

%

Ih

%

6' !(

位无符号整数
按照

#U

和协商的传输格式编码的偶数字

节数据

(

字节
(

字节
(

字节!但后跟保留字
(

字节$为
))))W

"

"

字节 值域长度指定的字节数或不定长

!!

要注意元素的数据域长度应为偶数字节$如果

为奇数字节$则在元素值后面添
)

$凑成偶数字节&

将每个数据元的组%元素标签%

#U

%值长度%数

据域严格按照
cP1RG!&)

协议规定的字符长度存

入对应
L%8M8.:1<--/

;

)

5

*

&M

1

NL%8M8.:W8/O

中&

"

"图 像 数 据 的 暂 存 采 用 一 个 单 独 的

L%8M8.:I:-,N:

变量
T5Q8%c/:/L%8M8.:

&先存入组

标签
DiL)

%元素标签
))*)

$

#UZ

/

RJ

/$数据域数

据长度
T5Q8%c/:/L%8M8.:&M

1

.#/%,8F8.

3

:2Z

单帧

图像的像素
:

图像的帧数&然后将像素值赋给

T5Q8%c/:/L%8M8.:&M

1

N#/%,8

&最后严格按照

cP1RG!&)

协议规定的组%元素标签%

#U

%值

长度%数 据 域 所 需 的 存 储 字 节 将 这 些 值 存 入

T5Q8%c/:/L%8M8.:&M

1

NL%8M8.:W8/O

中&

表
=

!

JW

为隐含表示值

标签 值域长度 数据域

组号 元素号
!(

位无符号整数

按照
#U

和协商的传

输格式编码的偶数字

节数据

(

字节
(

字节
"

字节
值域长度指定的字节

数或不定长

?

"接下来需要将数据元中的数据依次存入

cP1RG

文件中$但一个一个的写入
cP1RG

文件比

较麻烦&可为指针
JfHL

:

M

1

=

i5%8

分配一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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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内存大小等于所有数据元的字节长度之和!包括

图像数据"$加上
*!(

字节&在头
*(@

个字节中存入

9

)

0$然后存入.

cP1G

/

"

个字节&接下来获取

L%8M8.:1<--/

;

模板类数组的长度&按数组中元素

排列的顺序$将每个元素中
M

1

NL%8M8.:W8/O

的值

依 次 存 入 所 分 配 的 内 存 中& 最 后 将

T5Q8%c/:/L%8M8.:

中
M

1

NL%8M8.:W8/O

的值存入内

存中&

K

"剩下的工作是把指针
M

1

=

i5%8

所指内存的数

据存入
cP1RG

文件中$这和普通文件的读写操作

类似$利用
1i5%8

类的
g-5:8

函数可将指针
M

1

=

i5%8

所指数据写入文件中&

=>=

!

dXOV

文件的
L7IQ!

文件格式存储

除了
JGT

图像文件之外$

+TLd

图像文件也可

以采用
cP1RG

文件格式进行存储!如图
!

所示"&

+TLd

文件的编码流程如图

图
@

!

dXOV

文件的编码流程

+TLd

文件的编解码基础是
c1H

变换!离散余

弦变换"对于二维离散余弦变换$计算公式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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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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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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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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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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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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槡(
;

2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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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3

*

/

1

)

F

!

+

$

/

"

,

N$9

!

(+

5

*

"

*

"

(;

#

]

!

)

$

%

"

1

槡(
;

2

;

3

*

+

1

)

2

;

3

*

/

1

)

F

!

+

$

/

"

,

N$9

!

(+

5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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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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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空间域中二维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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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图像可分成
@_@

的小块$

@_@

的图像经

过
c1H

变换后$其低频分量都集中在左上角$高频

分量分布在右下角$由于该低频分量包含了图像的

主要信息!如亮度"$高频与之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

要了$在编码时可以忽略图像的高频分量$从而达到

压缩目的&

因为图像数据是压缩了的$传输语法要相应变

化$改为(.

*&(&@")&*)))@&*&(&?)

或
*&(&@")&

*)))@&*&(&?*

/&

相应的程序设计流程如下

*

"先将图像数据压缩$以
+TLd

格式进行文件

暂存#

(

"把整个
V=

8

3

文件内容读到
TT5Q8%c/:/

中#

!

"像素数据区域的组标签%元素标签与未压缩

像素数据一致$为!

DiiL

$

))*)

"#长度定义为.未定

义长度/!

iiiiiiii

"&

"

"每个
+TLd

文件视为一个特定的编码过程项

目$项目标签为!

iiiL

$

L)))

"$项目长度为
+TLd

文

件长度$再将
+TLd

文件内容作为图像数据紧随其

后保存#如果要将多个
+TLd

文件保存到同一个

cP1RG

文件中$再重复上述过程&

?

"全部
+TLd

文件保存完后$加上序列界定符

!

iiiL

$

L)cc

"和一个值为!

))))))))W

"的项目长

度字段来标记结束&

=>@

!

实验结果

所研制的高频
A

射线机数字图像处理系统利

用图像采集卡对影像增强器输出的模拟视频信号进

行采集$每次检查最多可采集九幅图像&多帧图像

可以存储到一个
cP1RG

文件内&下图是采集到的

A

射线机图像检测卡的图像并存入到
cP1RG

文件

中$该文件能用
cP1RG

文件浏览软件
8YcP1RG

打

开并浏览$如图
"

&验证了该程序生成的
cP1RG

文

件是符合
cP1RG!&)

协议的&

图
A

!

通过
*YL7IQ!

软件显示的

自编程序所生成的
L7IQ!

文件

@

!

结
!

论

cP1RG!&)

标准复杂%内容繁多&针对其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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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较难这个问题$介绍了一种高频
A

射线机中

cP1RG

图像文件生成的方法&该程序设计方法除

了能将
JGT

文件转换为
cP1RG

文件外$还能将

+TLd

文件转换为
cP1RG

文件&该程序设计严格

遵循
cP1RG!&)

协议$所生成的
cP1RG

文件通过

cP1RG

浏览软件
8YcP1RG

软件实现了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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