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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提出一個方法﹐能自動化找出口腔電

腦斷層影像中金屬假牙的位置﹐進而在正弦圖譜

中標示出金屬的部份圖譜並對其進行修正﹐經過

一迭代運算的方法不斷的修正其應有的 CT值。我

們的目的在試圖用其它部份的資訊彌補因金屬遮

蔽效應而喪失的部份資訊。在使用真實已重建好

的口腔電腦斷層影像的實驗中，可明顯看出金屬

假影的部份被有效的抑制。 

Abstract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d an automated 

method which can localize the metal part in oral CT 

images. Furthermore, using the marked region to 

localize the metal profile in the sinogram. Via using 

an iterative computation method, the CT number in 

the image was updated. The goal is to calculate the 

dark area in the image caused by the metal artifact. 

In the experiment, we used the reconstructed oral CT 

image to tes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t is obviously 

that the metal artifact was effectively reduced. 

緣由與目的 

電腦斷層影像中的金屬假影往往帶給我們判

讀上的困擾，金屬週遭的組織通常都會受到金屬

假影的影響而失去訊號，通常有白色條紋或黑色

區域的出現。本研究的長期目的是將金屬假影去

除，並利用其他方向所獲得的資訊重建訊號，徹

底解決金屬假影所產生的問題。本研究的短期目

的為自動化找出金屬所在的位置，並將其從影像

中去除。目前，我們尚無法從電腦斷層掃描儀廠

商處取得原始未重建的影像資料，故本篇文章所

使用的材料為已重建的口腔電腦斷層影像。 

材料與方法 

（一）電腦斷層口腔影像 

本論文所使用的影像來自於中國醫藥大學附

設醫院牙醫部，含有金屬假牙的電腦斷層口腔影

像，如圖（1）進行影像處理。 

（二）前處理 

首先，將影像中負值的部分全設為零，此部

分的區域為重建影像的外圍區域。進一步，將影

像進行正規化處理，灰階值設定介於 0 ~ 1。 

接著將影像進行邊緣偵測，我們使用的是

canny邊緣偵測法，標準差設為一。將影像經過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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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含假牙口腔電腦斷層影像 

偵測後轉換為二值化的邊緣影像，可以得到假影

的邊界，用來找出金屬所在的位置。 

邊緣偵測處理過的影像，可使用直線模型的

霍夫轉換進行處理（圖 2），尋找出假影邊線的交

會點。霍夫轉換後，空間座標的每一個點都會在

參數空間形成一條線。反過來，參數空間中的一

個點也會在座標空間中形成一條線。所以當我們

將邊緣偵測後的影像進行霍夫轉換後，可得到一

參數空間，在找出參數空間中最多條線交會的一

個點，便可依照數學式子求出空間座標上的一條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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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線性霍夫轉換結果重疊在邊緣影像上 

 因為金屬物質在電腦斷層影像中會有放射狀

的假影出現，而放射狀的假影的交會點就是金屬

所在位置，這也就是為什麼會先使用 canny以及

線性的霍夫轉換找出所有假影邊界的直線。 

找出空間座標中所有的直線後，判斷線條間

的交會點是否可能是金屬的位置，我們給定一數

值作為判斷的依據，如果交會點的 CT值大於設定

值（3500），就認為該點是金屬。 

判斷出某一個像素為金屬位置後，接著進行

區域成長（region growing），使其自動擴展出整

個金屬的區域。擴展時以鄰近四個像素作為擴展

方向，且設定一差異範圍（δ =50）作為金屬可能



的灰階值差異（圖 3），若是鄰近像素的灰階值落

於差異值內，便將該像素加入金屬範圍，如此不

斷的擴展直到周邊像素的灰階值差異皆落於±δ之

外。但在這邊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金屬區塊擴

展的範圍若是過小（小於 10 個像素），則可能只

是散射所造成的影響，而不是金屬的區域，故必

須排除。 

 
圖（3）區域成長 

（三）金屬假影去除技術[1] 

接著進行主要的金屬去除技術（圖 4）。 

(A)確定金屬在正弦圖譜中可能會影響到的範圍，

將該範圍的數值以內插法修改掉，目前僅使用簡

單的線性內插法處理： 

   
    

     
            

(B)處理完後再濾波反投影出一張新的影像； 

(C)接著將新的影像以中間值濾波器處理，去除掉

一些雜訊，且可保留邊緣的輪廓； 

(D)再進行拉登轉換，並且將金屬影響的範圍以新

的資料分布（data profile）替換；金屬以外的

數值則使用原始的資料分布； 

(E)再以新的正弦圖譜進行濾波反投影[2, 3]，如

此反覆四次後； 

(F)將最後修正出來的正弦圖譜進行濾波反投影，

便可得到結果。 

 
圖（4）簡易流程，細線表示金屬影響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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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金屬去除技術結果 

結果與討論 

從影像上可以看到，金屬的部分已被去除，

金屬周圍的黑色區域則有部分已獲得改善，白色

條紋也有效的減少（圖 5）。另外六張影像的結果

展示在圖六，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圖六(a)(d)(e)

的金屬完全去除，然而(b)(c)(f)則有部份金屬沒

有被找到。這是因為我們設定金屬假影的邊界會

產生白色條紋，但是如果此條紋線不清楚(如圖六

(b)(c)(f))則無法被偵測出來。目前解決的方案

是再用 CT 值判斷剩餘影像中是否有超過 3500 值

者，若有，再用區域成長法找到其大致的輪廓。

此方法適用於較大體積之金屬。 

結論 

我們提出的方法在於自動偵測並找出金屬的

位置，此方法彌補文獻[1]的缺點，在[1]中使用

人工的方式找出金屬位置。後續研究在於和廠商

合作並獲得原始資料分布，才能有效的重建影像

並將降低金屬假影的效應，有利於臨床醫師的判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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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其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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