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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磁共振梯度回波!

!

"

加权成像"=;,-!

!

"

>?#参数优化在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患

者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选取 "%#& 年 4 月至 "%#' 年 #" 月在梧州市人民医院就诊的 *% 例@?A患者$男

+' 例$女 #" 例$年龄 (# B<""4*C*% D*C<%#岁& 利用四组参数对每例患者进行=;,-!

!

"

>?检查$并获得四组

图像!@组为对照组$E组在@组的基础上减少矩阵'激励次数"F,G#和重复时间"!;#$9组在E组的基础上

采用并行采集技术并减少!;及回波时间"!,#$H组在9组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 !;'!,和矩阵& 对四组图

像的扫描时间'图像质量评分'信噪比"AF;#及对比噪声比"9F;#进行比较& 结果$@组'E组'9组'H组扫

描时间分别为 '# I'(% I'#* I和 ## I& 四组参数图像质量评分'AF;'9F;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C%*#& @组'

E组'9组'H组图像质量评分分别为"+C*4 D%C"'#分'"+C+( D%C+(#分'"+C%% D%C+"#分'"#C4' D%C(%#分&

9组与H组图像质量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C%*#$9组与@组'E组图像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

%C%*#& H组 AF;最高$9组与@组'E组 AF;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C%*#$9组与H组 AF;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K%C%*#& 9组9F;最高$9组与@组'H组9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C%*#$9组与 E组 9F;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J%C%*#& 结论$通过采用并行采集技术以及对矩阵'F,G'!;'!,等参数的适当减少后$

=;,-!

!

"

>?扫描时间明显缩短$图像质量达到诊断要求$在临床上对@?A患者诊治具有较大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磁共振%$梯度回波!

!

"

加权成像%$参数优化%$图像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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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W9F;`OSZOO3 YR8VQ 9/32 YR8VQ @/IZO11/ÌOSZOO3 YR8VQ 9/32 YR8VQ H"!K%C%*#)!TOROZ/II0Y30W07/3S20WWORO37O

03 STO1OUO18W9F;`OSZOO3 YR8VQ 9/32 YR8VQ E"!J%C%*#)B%*-$/4)%*$@WSOR/28QS03YQ/R/11O1/76V0I0S083 SO7T306VO

/32 /QQR8QR0/SO1aRO2V703Y./SR0PF,G$ !;/32 !,Q/R/.OSORI$ STOI7/3303YS0.O8W=;,-!

!

"

>?0II0Y30W07/3S1a

IT8RSO3O2$ /32 0SI0./YO6V/10Sa.OOSISTO20/Y38IS07RO6V0RO.O3SI$ ZT07T T/IYRO/S/QQ107/S083 U/1VO03 STO20/Y38I0I

/32 SRO/S.O3S8W@?A Q/S0O3SI)

$$(C,D 8%&54)$@7VSO0I7TO.07ISR8[O"@?A#%$:/Y3OS07ROI83/37O%$=R/20O3SO7T8!

!

"

ZO0YTSO2 0./Y03Y

"=;,-!

!

"

>?#%$\/R/.OSOR8QS0.0X/S083%$?./YO6V/10Sa

$$近年来$脑卒中已成为国人的首位死亡原因$具有

较高的致残率(#-")

$其中缺血性脑卒中"/7VSO0I7TO.07

ISR8[O$@?A#占脑卒中的 &%c$溶栓治疗可以有效降低

@?A患者的病死率'致残率$改善预后& 静脉溶栓和

血管内治疗为现阶段最主要的闭塞动脉再通治疗方

法(+-()

$但其获益性是建立在有效时间窗内& 美国国立

神经疾病与卒中研究院"F/S083/1?3IS0SVSO8WFOVR818Y07/1

H0I8R2ORI/32 ASR8[O$F?FHA#规定患者到院至溶栓

时间应不超过 # T

(*)

& 多模态磁共振成像"./Y3OS07

ROI83/37O0./Y03Y$:;?#在 @?A 临床诊疗中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但:;?检查时间较长$发病时间J(C* T

的@?A患者对诊治时间要求严格$因此缩短 :;?检

查时间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梯度回波 !

!

"

加权成像

"YR/20O3SO7T8!

!

"

ZO0YTSO2 0./Y03Y$=;,-!

!

"

>?#是

由!

"

>?和磁场不均匀性$利用组织间!

!

"

>?的差异

及长回波时间"O7T8S0.O$!,#产生组织间的对比序

列(4)

$可灵敏地发现脑出血及脑微出血(&-<)

$为评估

静脉溶栓治疗的可行性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因此$本

研究旨在探讨图像质量在符合诊断要求的基础上减

少=;,-!

!

"

>?序列扫描时间$运用多模态 :;?筛查

@?A患者进行静脉溶栓治疗的临床应用价值&

E;资料与方法

EFE;临床资料;选取 "%#& 年 4 月至 "%#' 年 #" 月

在梧州市人民医院就诊的 *% 例 @?A 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B<""4*C*% D*C<%#岁$均进

行头颅:;?检查& 纳入标准!"##符合+中国急性缺

血性脑卒中诊治指南 "%#',

(#%)中 @?A 的诊断标准%

""#发病至行:;?检查时间 J+ 2& 排除标准!"##

有:;?检查禁忌证者%""#外伤患者& 本研究经梧

州市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

EF7;检查方法$采用=,公司的 #C* !磁共振仪"=,

A0Y3/̂ HO#$使用 ' 通道头颈联合线圈& 利用快速

扰相梯度回波=;,-!

!

"

>?序列$每例患者均行四组

不同参数的=;,-!

!

"

>?序列检查并获得相应图像&

@组为对照组$E组在@组的基础上减少矩阵'F,G

及!;$9组在E组的基础上采用并行采集技术并减

少!;'!,$H组在9组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 !;'!,

和矩阵$其余参数不变& 四组扫描参数见表 #&

表 #$*% 例@?A患者四组扫描参数

组$别 !;".I# !,".I# 矩阵"..# F,G"次# deb"7.# 层厚M层间距"..#

@组 *(% "%C%% "'' f#<" #C%% "* f"* *M#C*%

E组 *%% "%C%% "'' f#"' %C&* "* f"* *M#C*%

9组 +&* #+C<% "'' f#"' %C&* "* f"* *M#C*%

H组 +%% #%C<% "'' f<4$ %C&* "* f"* *M#C*%

$注!!;为重复时间"S0.O8WROQOS0S083#$F,G为激励次数"3V.̀OR8WOP70S/S083#$deb为视场角"W0O12 8WU0OZ#

EFG;图像分析;在 =,@H>(C( 工作站$分别在同

一层面上测量病灶信号强度"AA病灶#'正常脑白质信

号强度"AA脑白质#'背景噪声强度"FA背景#的感兴趣

区域"ROY083 8W03SOROIS$;e?#$各测 + 次$分别取其平

*<"+*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均值& 利用公式计算信噪比"I0Y3/1-S8-380IOR/S08$AF;#

及对比噪声比"783SR/IS-S8-380IOR/S08$9F;#!AF;g

AA病灶MFA背景$9F;g" AA病灶 LAA脑白质 #MFA背景$测量

及计算者为同一人& 图像质量评分!由影像科 " 名

高年资主治医师对四组图像质量进行评分$当意见

有分歧时$由 # 名副主任医师判定& 根据图像 AF;'

9F;'病灶的显示'有无伪影采用四分法对图像质量

进行评分!图像清晰$适合诊断"( 分#%图像较清晰$

但不影响诊断"+分#%图像欠清晰$影响诊断"" 分#%

图像模糊$无法诊断"# 分#

(##)

& 图像质量评分 g每

例患者每层图像质量评分之和M层数&

EFH;统计学方法;应用 A\AA "#C%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D标准

差"

"

5DE#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

间两两比较采用 hAH-=检验& !J%C%*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7;结果

7FE;四组图像 AF;比较$四组图像 AF;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J%C%*#$其中H组 AF;最高$9组与@组'

E组 AF;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C%*#$9组与H组

A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C%*#$见表 "&

7F7;四组图像9F;比较$四组图像9F;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J%C%*#$其中9组9F;最高$9组与@组'

H组9F;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C%*#$9组与E组

9F;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C%*#$见表 "&

7FG;四组图像质量评分比较;四组图像质量评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C%*#$@组评分最高$9组

评分低于@组'E组$9组与 @组'E组图像质量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C%*#$9组与 H组图像

质量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C%*#$见表 "&

表 "$*% 例@?A患者四组序列评价指标比较!

"

5DE"

组$别 AF; 9F; 图像质量评分"分#

@组 #%C'& D"C%# 4C4& D"C++ +C*4 D%C"'

E组 #%C#' D(C#4 *C+4 D"C&& +C+( D%C+(

9组
#'C<" D'C##

/̀

<C*+ D*C'#

`

+C%% D%C+"

7

H组 #<C(* D*C+% 'C&( D(C+" #C4' D%C(%

G "<C#+* ##'C4<' "4*C4<4

! J%C%%# J%C%%# J%C%%#

$注!与@组比较$

/

!J%C%*%与E组比较$

`

!J%C%*%与 H组比较$

7

!J%C%*

7FH;四组扫描时间;@组'E组'9组'H组扫描时

间分别为 '# I'(% I'#* I和 ## I&

7FI;诊断结果;*% 例患者均为@?A$其中合并出血

转化 ' 例$脑微出血 < 例$陈旧性脑出血 4 例& 四组

不同参数的=;,-!

!

"

>?序列图像对比!@'E组病灶

均能显示清晰%E组解剖细节勾画欠清$但满足诊断

要求%9组左侧丘脑出血灶边界较 @'E组模糊$噪

声增大$微出血灶显示尚可$达到诊断要求%H组左

侧丘脑出血灶较 9组边界模糊$部分微出血灶无法

显示$无法诊断$见图 #&

$

!

B

"

$女$*< 岁$急性脑梗死并陈旧性脑出血'脑微出血$=;,-!

!

"

>?序列左侧丘脑出血灶呈内高外低信号"箭头所示#$微出血灶呈点状'

小结节状低信号"三角形所示#&

!

@组病灶及解剖细节显示清晰%

#

E组病灶显示清晰$但解剖细节勾画欠清%

$

9组病灶边界较模糊$噪

声增大$微出血灶显示尚可%

"

H组病灶边界模糊$部分微出血灶"箭头#无法显示

图 #$@?A患者四组不同参数=;,-!

!

"

>?头颅:;?图

G;讨论

GFE;对于疑似急性脑卒中的患者$急性脑出血'陈

旧性脑出血'脑微出血均为溶栓禁忌证$=;,-!

!

"

>?

序列可灵敏地发现上述禁忌证(#"-#()

$优于 9!检查&

根据=;,-!

!

"

>?成像参数的特点$采用小角度射频脉

冲$组织纵向弛豫所需时间缩短$!;常为 (% B(%% .I$

!,为 #* B(% .I$本研究通过对 =;,-!

!

"

>?序列四

组不同扫描参数作比较$在图像质量达到诊断要求

*%++*

9T03OIO_8VR3/18WFOZ910307/1:O20703O$:/R7T "%"($b81V.O#&$FV.̀OR+$$



前提下尽量减少扫描时间$以达到缩短 :;?检查时

间的目的& 本研究中 @组'E组'9组 =;,-!

!

"

>?

序列图像质量均满足诊断要求$其中 @组图像质量

最好$但扫描时间最长"'# I#$不利于对@?A 患者检

查$而9组扫描时间最短"#* I#$可用于筛查@?A患者

进行静脉溶栓治疗&

GF7;:;?扫描时间g!;f相位编码步级数fF,G$

由此可见$影响:;?扫描速度的主要因素为!;'相位

编码步级数和F,G

(#*)

& :;?图像质量的影响因素有

AF;'9F;和空间分辨力(#4)

& AF;为信号强度与噪

声强度的比值$直接影响图像质量(#&)

$9F;增高$病

变检出率随之增高$空间分辨力越高$图像的解剖细

节越清晰$越能看清组织结构和病灶细节&

GFG;体素矩阵的列代表频率编码数$利于体素的空

间定位$不影响扫描时间$体素矩阵的行代表相位编

码步级数$与扫描时间成正比$故本研究中降低矩阵

的行$扫描时间随之缩短$但图像空间分辨力亦较@组

降低& 矩阵小$体素大$空间分辨力降低$AF;升高(#')

&

本研究中矩阵最小的H组$AF;最高$9F;较高$但

空间分辨力及图像质量评分最低$无法达到诊断要

求& 因为采集矩阵的相位编码步级数对图像 AF;的

影响较复杂$deb不变$改变扫描矩阵$此时$AF;与

相位编码平方根及频率编码成反比(#<)

& 缩短扫描时

间与F,G呈线性关系$减少F,G后$图像采集时间

会成比例地缩短$而图像 AF;随着 F,G平方根增

加而增高$因此在影响图像质量的因素中$F,G对图

像 AF;的影响不大(#')

& 本研究中E'9'H组矩阵及

F,G均有所减少$F,G从 @组 #C%% 降低至 %C&*$

扫描时间较@组缩短$图像 AF;'9F;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J%C%*#& E组'9组图像脑灰质和脑白

质界限模糊$图像质量降低$但满足诊断要求&

GFH;并行采集技术是近年来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快

速成像技术$最大的优点是加快了扫描速度("%)

& 其

利用多通道表面线圈的不同空间位置来识别信号的

位置来源$在保持 i空间大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 i

空间的行距$从而减少了相位编码步级数$在此基础

上实现一定倍率的加速扫描$进而缩短了扫描时间("#)

&

此外$并行采集技术对i空间填充方式与重建算法

进行了改进$图像空间分辨力得到了提高$并减少了

磁化率伪影$有利于耐受性较差的患者进行检查$同

时也减少了产生运动伪影的可能性(""-"+)

& 对比常规

的采集技术$并行采集技术是通过减少所需采集的

相位编码线并将其对i空间进行填充$在保持图像

空间分辨力不变的前提下缩短扫描时间$由于采集

的相位编码数减少$图像 AF;会相应降低("()

& 缩

短!;$扫描时间也会相应缩短$因为纵向磁化矢量部

分得到恢复$导致图像 AF;降低& 本研究中$9组'

H组采用了并行采集技术$!;'!,均较@组缩短$缩

短了扫描时间$但9组'H组 AF;'9F;均较没有采

用并行采集技术的 @组'E组高$AF;高与并行采

集原理不符$究其原因可能是并行采集卷褶图像空间

像素点叠加严重处信号均值增大$AF;相应增加("*)

$

而且与缩短 !,有关$!,越短$图像 AF;越高(#4)

&

四组中9组9F;最高& 肉眼观察 9组图片小病灶

边界欠清晰$图像质量虽然下降$但满足诊断要求$与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K%C%*#& 虽然 H组

图像 AF;'9F;较高$但图像质量评分只有"#C4' D

%C(%#分"低于 + 分#$部分病例图像变形$这与缩短

!,有关$图像质量不能满足诊断要求&

综上所述$:;?各个参数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

约$图像质量受诸多因素影响& 提高扫描速度'缩短扫描

时间是:;?技术发展的重点("4)

$本研究对=;,-!

!

"

>?

序列进行参数优化$与@组比较$9组扫描时间明显

缩短$图像质量满足诊断要求$对@?A 患者的影像学

评价有较大应用价值& 本研究尚需对多模态:;?其

余序列进行参数优化$以制定适合@?A患者检查的多

模态:;?扫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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