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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abVIEW显微CT图像采集控制系统软件的设计★ 

张海静，黄  华 

LabVIEW-based software design for micro-CT image acquisition control system    

Zhang Hai-jing, Huang Hua 

Abstract 

BACKGROUND: 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workbench (LabVIEW) is well known as a development platform for 

virtual instrument, data acquisition, signal processing and analysis are its strengths and advantages. 

OBJECTIVE: To develop a set of CT control and image acquisition system. 

METHODS: The CT control and image acquisition system was developed based on LabVIEW8.5 as a platform, which was 

combined with X-ray source, turntable, and detector to establish a high-resolution micro CT imaging system.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software was combined with laboratory micro CT to successfully develop a micro CT image 

acquisition and control system software, which achieved platform parameter settings and initialization, stage movement control, 

CT image acquisition, preservation and reading. System parameters could be modifi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this 

system has beautiful interface, easy operation, and good performance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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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LabVIEW作为著名的虚拟仪器开发平台，数据采集、信号处理与分析是其强项与优势。 

目的：设计一套完整的 CT控制与图像采集系统应用程序。 

方法：通过 LabVIEW8.5虚拟仪器开发平台，设计 CT控制及图像采集系统，与 X射线源、转台以及探测器等硬件仪器一同

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高分辨率显微 CT成像系统。 

结果与结论：将该软件与实验室显微 CT硬件系统配合进行实验，很好的实现了对平台参数的设置及初始化、对载物台移动

的控制、CT 图像采集并保存和读取等功能，成功构建了一套显微 CT 图像采集控制系统软件，系统参数可根据实际需要修

改，长期运行性能稳定。 

关键词：图像采集；LabVIEW；CT；系统控制；软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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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LabVIEW(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 

engineering workbench)，即实验室虚拟仪器集

成环境，是一门图形化编程语言，同时也是著名

的虚拟仪器开发平台
[1]
。作为一门图形化编程语

言(G语言)，LabVIEW秉承了简单易用的一贯作

风，使用户能够快速编写出功能强大的应用程

序。在虚拟仪器系统中，软件用于实现硬件的管

理和仪器功能的实现，是整个仪器的核心
[2]
。与

Visual Basic、Visual C++、Delphi、Perl等基于

文本型程序代码的编程语言不同，LabVIEW提

供了一种全新的编程方法，即对软件对象“虚拟

仪器(Vl)”进行图形化的组合操作
[3]
。使用它进

行原理研究、设计、测试并实现仪器系统等，

可以明显提高工作效率。采用虚拟仪器技术开

发效率高，可维护性强，测试精度、稳定性和

可靠性能够得到充分保证，具有很高的性能价

格比，节省投资，便于设备更新和功能转换和

扩充。 

本文通过LabVIEW虚拟仪器开发平台，设

计CT控制及图像采集系统，与X射线源、转台

以及探测器等硬件仪器一同构建了一套完整的

高分辨率显微CT成像系统，并采用此系统进行

了图像采集的实验
[4]
，实现了虚拟仪器进行CT

系统的控制和图像的采集，界面友好，容易操

作，并且简化了CT系统图像采集的硬件环境
[5]
。 

 

1  显微CT系统的硬件组成及其成像原理 

 

显微CT的基本结构组成分成3个部分：X

射线源、载物台和高分辨率成像板
[6]
，见图1。 

与临床CT普遍采用的扇形X射线束(Fan 

Beam)不同的是，Micro-CT通常采用锥形X射

线束(Cone Beam)
[7]
。采用锥形束不仅能够获得

真正各向同性的容积图像，提高空间分辨率，

提高射线利用率，而且在采集相同3D图像时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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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远远快于扇形束CT。所以Micro-CT能在成像过程中，

X射线源连续产生锥形束X射线，穿过载物台上的被测物

体，在成像板上成像。成像板后端连接电脑数据采集系

统，直接将图像数据读入到电脑中。这时电脑获得的是

旋转台某一角度下的二维图像。旋转载物台到下一个角

度，得到第2个角度下的二维图像。通过旋转1周，依次

得到被测物体在不同角度下的二维图像序列。将所得的

二维图像序列通过软件进行被测物体的三维图像重构。 

 

 

 

 

 

 

 

 

 

 

   

2  软件系统设计 

 

2.1  软件系统功能需求分析  从整体看系统由图像采

集硬件部分和控制两部分构成，图像采集硬件系统由3

个部分组成：X射线源(球管)、载物台、探测器
[8]
。通过

载物台的运动控制图像的放大倍数，观察不同的细节。

控制系统：由PC机实现，串口的分配、平台配置及其

参数的初始化、载物台的运动控制(上下、左右、前后及

旋转4个自由度的控制)；探测器图像数据的获取；以及

射线的发射、载物台的运动、图像的采集三者时序的配

合控制，得到CT图像。 

2.2  系统软件设计  在程序的设计中，使用了

LabVIEW中的顺序结构和分支结构，顺序结构使程序流

程简单清晰有条理，分支结构的使用实现在前面板直接

点击相应内容就能够切换到不同任务
[9]
。 

平台配置和相机配置功能的实现：在平台配置和相机配

置功能的实现上，广泛采用全局变量，用于程序内部的

参数传递，前面板分别见图2，3。 

 

 

 

 

 

 

 

 

 

 

 

 

 

 

 

 

 

 

 

 

 

CT图像实时采集及载物台的微移：图4所示的“Focus”

任务实现图像实时采集，前面板右半部分实现载物台的

微移，以精确控制载物台的位置，在黑色部分的窗口可

以实时观察成像情况。 

 

 

 

 

 

 

 

 

 

 

 

 

图5为该部分的程序框图(整个程序的程序框图很

大，在此截取部分进行说明)。 

 

 

 

 

 

 

 

 

 

 

 

 

3  实验及结果 

 

在该软件系统设计完成之后，与显微CT硬件系统配

合进行实验，结果证明本设计可以很好的对系统进行控

制和图像的获取，作者利用小昆虫标本(直径约2 mm)

进行CT图像采集实验，利用本文设计的软件系统可以对

Figure 1  Imaging principle of Micro-CT 
图 1  Micro-CT 成像原理 

Figure 2  Platform configuration front panel
图 2  平台配置前面板 

Figure 3  Camera configuration front panel
图 3  相机配置前面板 

Figure 4  Front panel of real-time CT image acquisition software
图 4  CT 图像实时采集前面板 

Figure 5  Block diagram of real-time image acquisition
图 5  图像实时采集部分的程序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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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台进行预设角度的旋转，并通过采集窗口实时观察成

像结果，在目标位置点击“开始采集”等采集完成后会

自动保存到目标目录下，见图6。 

 

 

 

 

 

 

 

 

 

 

 

 

4  结论 

 

本文选用LabVIEW这一虚拟软件平台，设计了一套

显微CT图像采集控制系统软件，方便地控制转台在各个

方向的移动，改变转台到源、探测器间的距离，以达到

不同成像参数下的图像采集，与X射线源、载物台、探

测器等硬件系统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显微CT成像系统。利

用本文所设计的软件系统对CT系统进行控制各图像采

集，得到预期的功能和实验结果。文章的设计明显简化

了实验的环境，为进行显微CT系统的控制和图像采集提

供了有力的工具，降低了使用成本。采用LabVIEW可视

化虚拟语气开发平台，LabVIEW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

简洁的图形编程模式、丰富的函数库及驱动程序库，使

得本设计的软件使用极其简单
[10-19]

。作者应用LabVIEW

开发环境开发的CT图像采集和控制系统，顺利实现了

CT图像的采集、显示和存储以及对CT成像系统的控制，

今后可在此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发CT图像的分析处

理功能模块，使该软件系统的功能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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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创新性：检索万方数据库及 Pubmed 数据库

2001/2010的相关文献，发现 LabVIEW作为著名的虚拟仪

器开发平台，数据采集、信号处理与分析是其强项与优势。

文章通过 LabVIEW虚拟仪器开发平台，设计 CT控制及图

像采集系统，与 X 射线源、转台以及探测器等硬件仪器一

同构建了一套完整的高分辨率显微 CT成像系统，并采用此

系统进行了图像采集的实验，实现了虚拟仪器进行 CT系统

的控制和图像的采集，界面友好，容易操作，并且简化了

CT系统图像采集的硬件环境。 

Figure 6  Experimental results 
图 6  实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