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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 自旋 回波序列 (T SE )

在颅脑 M R 常规诊断中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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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5 6 年 H e n n ig 等 提 出 了 一 种 称 为

R A R E (弛豫增强快速采集 )具有 自旋回波特

征的快速序列
。

与传统的 自旋 回波序列相反
,

S E 序列为每次 9 00 激发一次付里叶变换
,

而

R A R E 则 为每 次激发获取多次付里叶变换

或者
“

多回波
” ,

且 R A R E 序列具有重 T
:

对

比
,

故这种序列被用 于 所谓
“

M R 脊髓造影
”

和
“

M R 尿路造影
” ,

这种鲜明的 T :

对 比很适

用
。

作为众所周知的快速 自旋回波(FS E )序

列常规核 自旋断层基本技术的发展
,

此项技

术有许多 同义词
,

如快速 自旋回波及超速 自

旋回波
,

过去 曾有许多文献对这项新技术在

1
.

ST 场强的扫描仪上进行了评价
,

新近的研

究是在 1
.

OT 场强的扫描仪上对其价值进行

评估的
。

1 8 00 脉冲翻 转的 T R 周期的应用
,

因 此每一

T R 周期内有多个 回波并有各种回波时间及

不同的相位编码获得
,

基于这一原因 T S E 并

不象 S E 序列的 T E 时间所设定的那样
,

故人

们形象地称之为
“

有效 回波时间
”
(T E “ ,

)
,

由

这些特有的回波时间获得信号
,

使得 k
一

空 间

充满的平均付里叶变换 的信号
一

和 对 比度比

特别重要
。

每次 T R 周期的回波次数被称为
.

“

回波群长度
”
(E T x

J : e e ho t r a in L e n g th )
,

典

型 的 回波次数在 3 和 16 之间
。

T S E 序列要求现代 M R 扫描仪一方面

具有尽可能高的梯度场和尽可能短的梯度转

换时间
,

另一方面应具有主动屏蔽梯度以保

证 良好涡流补偿
,

因此 T SE 技术可获得检测

时间短而图象质量好的效果
。

T S E 序列的对比度

序列设置和技术要求

传统的 S E 序列 是在一次 9 00 激励 脉冲

和一次 1 8 00 脉冲翻转后 一个选定的回 波时

间 T E 所持续的一段恢复周期 T R
,

在此回波

时间点接收信号到编码器进行一 次付里叶变

换
,

一幅 1 9 2 X 2 5 6 矩阵的图像必需经 19 2 次

T R 周期的时间
,

所 以欲获得质子密度 (PD
一

)

和 T :

加权的图像约需 8 一 12 分钟的时间
,

T S E 序列是一个 9 00 脉冲激励之后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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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 R E 序列及 1
.

ST 场强 下的 FS E 序

列
,

由于较高的回波群长度而有清晰的 T Z

对

比
,

然而此序列可能没有真正的质子密度权

重
,

那么脑脊液周围的室旁脑组织 只能显示

较低信号
。

在颅脑的核 自旋断层 中
,

无论是强

T
:

对比还是假性质子密度对比的显示
,

对于

脑室旁结构和皮质下癌变的确认则可能出现

困 难
。

新 近 的研究是在 1
.

OT 场 强的设备

(M a g n e to m
“ Im p a e t ” S ie m e n s )上通过选择

合适的序列 和检测参数进行的
。

应用 T S E 序

列
,

不仅可 以获得真正的质子密度对 比像
,

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