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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 

研發成果運用技術摘要表 
編號：C010 

研 發 成 果 名 稱 核醫分子影像系統/組件技術 

技 術 領 域 
資訊與通訊  電子與光電  □材料化工與奈米  原子能 

生技與醫藥  □環境與能源  先進製造與系統   

研
發
成
果
內
容 

專
門
技
術
知
識 

名稱 種類 論著編號 

PSPMT 成像偵檢器技
術--以正子/單光子雙
用途成像探頭開發為
例 

關鍵報告□程序書□其他: INER-K0039H 

以單一矩陣式 SiPM 
元件為基礎之成像偵
檢器實作 

關鍵報告□程序書□其他: INER-K0028H 

核醫影像設備之加馬
探頭全身成像系統法
規特性與測試方法研
究 

技術報告□程序書□其他: INER-6597R 

核醫影像設備之正子
斷層裝置法規特性與
測試方法研究 

技術報告□程序書□其他: INER-5669R 

MRI相容 PET 偵檢器
之主磁場干擾先期研
究 

技術報告□程序書□其他: INER-10607H 

放射成像系統數值模
型探討與建立 

關鍵報告□程序書□其他: INER-K0030H 

正子造影儀弧狀探頭
高取樣率幾何模型之
理論與實作 

技術報告□程序書□其他: INER-10571H 

核醫加馬相機於非醫
用核污染顯像之可行
性研究 

技術報告□程序書□其他: INER-14635R 

平面加馬影像探頭之
組裝程序研究與建立 

技術報告□程序書□其他: INER-15391R 

專

利 

名稱 國別 申請號 公告號 專利權期間 

點陣式加馬

成像探頭之

複合式晶陣

及其製法 

中華民國 101116340 發明第 I503962號 2015/10/11〜2032/05/07 

加馬成像探

頭位置信號

處理方法 

美國 14/309,675 US9,024,270B2 2014/06/19〜2034/06/19 

中華民國 102138705 發明第 I512315號 2015/12/11〜203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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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影像品

質的改善處

理方法及其

造影系統 

美國 13/962,029 US8,971,657B2 2013/08/08〜2033/09/13 

中華民國 101141803 發明第 I 500412號 2015/09/21〜2032/11/08 

醫學造影系

統用之擬人

假體 

美國 13/412,847 US8,966,954B2 2012/03/06〜2033/06/01 

可提供三維

事件位置資

訊之加馬平

面成像探頭

裝置及其成

像單元之事

件位置辨識

方法 

美國 12/608,509 US8,507,842B2 2013/08/13〜2032/06/13 

中華民國 097141527 發明第 I356689號 2012/02/01〜2028/10/28 

閃爍偵檢器

之晶體位置

感測訊號識

別與排序方

法 

美國 12/915,641 US8,604,438B2 2010/10/29〜2032/08/07 

中華民國 098136861 發明第 I398664號 2013/06/11〜2029/10/29 

加馬入射事

件三維發生

位置與能量

之辨識方法

及其裝置 

中華民國 104134403 發明第 I571243號 20170221~20351019 

腦用單光子

放射電腦斷

層掃描探頭

裝置 

中華民國 108214205 新型第 M593548號 20200411~20291028 

技 術 成 熟 度 
□量產  □試量產  雛型  □實驗室階段  □概念  其他：原型商品開

發 

計 畫 主 持 人 倪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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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技術規格、創新性) 

本項標題之核醫分子影像系統，是以偵測加馬輻射為基礎的成
像偵檢模組為硬體系統建構，結合高精確影像重建軟體，配合
數據調校、校正等處理，取得人體/生物體內的核醫藥物生理作
用的分布影像，是提供臨床診斷、藥物疾病研究的利器，包括
PET、SPECT、Gamma camera、PEM 與其他特定部位核醫造影
儀，以及與其他儀器(CT、MR、US、Biopsy)整合之核醫造影儀
器；另外，各項關鍵組件或相關連技術，如成像偵檢、成像演
算法、性能量測等，亦可單獨發展成為商品或技術授權對象，
並非僅限系統全機。 

系統技術分硬體與軟體二層面，硬體部分主要是以固態閃爍
偵檢構型為基礎之輻射成像探頭 /偵檢器及定位偵檢器製作技
術，包含(1)閃爍晶體與顆粒單元設計、加工、表面處理，晶體
陣列方塊組裝，(2)光電元件與矩陣組裝，(3)系統探頭/偵檢器光
學組裝，(4)探頭/偵檢器模組封裝，(4)輻射成像探頭用閃爍材料
效能量測、偵檢信號處理，校正、分析等軟體工具技術，(5)能
譜、能量解析等效能檢測，(6)成像用電子架構，(7)成像電子信
號處理方法，(8)專用特殊目的微電子處理器等技術；軟體部分
則包含(1)不完整幾何影像重建，(2)具物理模型之影像數據校
正，(3)影像去雜訊處理，(4)成像系統模擬，(5)演算法優化，(6)
平行處理等技術。 

優勢與應用範圍 
(技術競爭力、潛力分析

及應用範圍) 

核醫成像系統(分子影像儀器)提供之診斷訊息呈現高靈敏性與高
特異度的檢測結果。能夠早期發現異常病灶，及早治療，亟具
臨床需求與市場競爭力。其主要優勢與應用如下：(1)提供生理
功能資訊供診斷，具有高靈敏/特異度的結果。(2)除影像診斷
外，亦可應用於治療效果評估。(3)大部分檢測時不會造成受測
者不適感。(4) 高偵檢靈敏特性可降低受測者所接受之游離輻射
劑量，減少風險。 

本案之各項技術組合、整合、與應用足以改良與製造
(Whole-Body) PET、SPECT、Gamma Camera、PEM 與其他特定
部位核醫造影儀，並可進一步研發與其他儀器(CT、MR、US、
Biopsy)整合之核醫造影儀器，如 PET/CT、MR add-on PET 等高
階影像檢測儀器。另外，相關技術之應用亦拓展至輻射安全監
理方面用途，驗證其可行性與實用性。 

成像儀器需求之關鍵組件，如成像探頭/掃描器、成像電子
模組等，或相關連技術，如成像偵檢、成像演算、性能量測
等，亦可單獨發展成為商品或技術授權對象。 

本研發成果是否得部分申請運用  是  □否 

聯 絡 人 輻射防護研究所吳勇均  ycwu0103@nari.org.tw 電話： 03-
4711400轉7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