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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散加权平面回波成像
:
肝局灶性病变应用

军振彭
帆群杨炼 于茵杨熊宏西学定肖刘泉波祥孔梁利波海徐江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放射科 (43 00 30)

【摘要1 目的
:

探讨表面弥散系数(AD C) 评估肝 占位病变的价值
。

方法
:

48 例 带有 58 个肝 占位病 变 患者进

行了弥散加权平 面回波成像
。

58 个肝 占位病 变 中 30 个肝细胞癌
,

16 个肝血管瘤
,

12 个肝囊肿
。

应用 不 同梯度因

子 b值 (b = 0
,

30
,

l以叉〕
,

H oo 秒 /胭产)弥散图像拟合出 AD c 图
,

并获取 AD c 值
。

结果 : 肝细胞癌
、

肝血管瘤和肝囊

肿的平均 AD C值分别为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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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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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x 10-- 3和 3
.

15 士 0
.

43 x 10
一 3 m rn

早/ 秒
,

三者差异存在着显著

性(P < 0
.

01 )
。

结论
:
弥散加权平 面回波成像法对肝细胞癌

、

肝血管瘤和肝囊肿具有一定的鉴别价值
,

但不适宜对

小病灶定性诊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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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散加权磁共振成像 (di肋
s ion

一
w e igh te d M R im 略

-

ing )是一种对分子运动敏感成像技术
,

是唯一无创 反

映活体组织弥散的检查方法川
。

在脑部应用弥散加权

成像
,

成功地早期预示脑中风和鉴别脑囊肿
、

富含水分

的脑肿瘤与实体肿瘤 [z, 3〕
。

因而
,

促 使人们探讨此 法

在其它脏器的应用
。

然而早期 的弥散成像多用 于高

场
,

成像时间长
,

对运动伪影非常敏感
,

不适于受生理

运动影响大的脏器
,

如上腹部肝
、

脾
、

肾等
。

随着平面

回波成像 (ec ho
一

plan ar im 鳍ing )技术
—

超快速成像技

术出现
,

抑制或减弱 了运动伪影
,

因此
,

弥散加权平面

回波 成像 (D W
一

E PI )在 上 腹 部 脏 器 的 应 用 成 为 可

能仁4-6 〕
。

现将弥散加权平 面回波成像技术在肝局灶 占

位性病变的应用分析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对象 48 例带有 58 个肝 占位病变的病人进行 了

弥散加权平面回波成像
,

年 龄 2 8
一

67 岁
,

平均 47
.

5 岁
。

男 40 例
,

女 8 例
。

58 个肝 占位病变 中
,

30 个肝 细胞

癌
,

16 个肝血管瘤
,

12 个肝囊肿
,

所有病人均在 1
.

5 T

超导磁共振仪 (M卿
e to m V is io n ,

Sie

men
s
)上检查

,

采用

体部阵列 (1联Iy a ll’a y )线圈
。

肝脏常规 M R 扫 描 轴位
、

冠状位
,

Tl 期 快速小

角度激发 (fas t low
一

an gl
e ac 甲is itio n s in gl

e s ho t tu rbo
s p in

ec ho
,

Fl-A SH )序列 (TR 17 4
.

9 毫秒 门下4
.

1 毫秒
,

翻转角

70
“

)
,

代W l半傅立叶转换单次激发快速 自旋回波 (haif

fou ri e r ac q u is itio n sin
gl

e sho t tu rbo
s p in e e h。

,

以s犯 )序列

(叨弓4
.

4 毫秒
,

TE 90 毫秒
,

此 处 TR 为 回波链上相邻 回

波之间的间隔
,

层厚 8~
,

间隔 2
~

,

视野 (FOV )为 32
一 3 8 e m

,

矩阵 (12 8 一 19 2 )
x 2 5 6

,

均屏气采集 )
。

弥散加权平面 回波成像 采用平面 回波 SE 类型

的弥散加权成像法
。

犯1 18 一 123 毫秒
,

矩阵 (%
一 120 )

X Z(X〕
,

视野 35
一

4 5 c m
,

回波间隔 0
.

8 毫秒
,

层厚 5~
,

间

距 1~
,

采集 10 层
。

分别在 SE 序列 1800 脉冲前后施

加不同弥散梯度因子 (gra d ien t fa ct or )
,

用 b 值表示
,

b =

0
,

30
,

1(XX)
,

1 1(X) 秒八朋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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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在媒介中的一种随机热运动 (B

~
ian 运动 )

。

弥

散加权成像利用 了 M R 对运动检测敏感的基本特性
,

如同磁共振相位对 比血管造影成像原理
,

即流动血液

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生相位位移
,

静止组织无位移
,

经减

影处理后得到相位对 比血流图
。

将这种宏观流动相位

位移成像原理应用于显微水平弥散成像
。

在梯度磁场

的情况下
,

弥散运动的水分子中的质子横向磁化发生

相位位移
,

可产生 MR 信号
,

构成弥散图像的对比
。

但

这种相位位移广 泛弥散
,

相 互干扰致 MR 信 号衰减
。

这种信号衰减取决于分 子运动的幅度及磁场梯度 强

度
,

前者与 AD c 相关川
。

在通常情况下
,

即常规 MR

成像序列中的弥散效应非常小
,

可忽略不计
。

为获取弥散加权成像
,

在任何成像序列 中加人强

磁场梯度即弥散梯度
。

弥散梯度的程度由梯度脉冲的

强度和持续时间即所谓的梯度因子 (脚di en t fac to r
)决

定
,

用 b 值表示
。

由于弥散成像受到微循环的干扰
,

如

毛细血管灌注
,

其产生类似于真正的弥散效应
,

这种弥

散图像实为包含一些体素不相 干运动 (int

~
el inc o -

he ren
t m ot io n ,

w IM )图像
,

很难测得精确的弥散 系数
,

因而
,

用表面弥散系数 (AD C )代替 弥散系数 (D C )评估

所得弥散成像的结果 「8
,

9〕
。

A D C 反映肝局灶病 变特征的评估 目前
,

弥散加

权平 面 回波成像方法 有 自旋 回波 (SE )和激 发 回波

(5 1
,

E A M )两种类型
。

尽管 STE AM 类 型可获取高 b 值

和较少的 犯
‘

衰减
,

但在弥散敏感 间期 中有一半 的信

号将丢失 [ ‘0〕
。

故在本组研究 中
,

采用 sE 类 型弥散加

权平面回波成像技术
。

活体组织的 从洲二值受细胞内外水的粘滞度
、

比例
、

膜

同透性
、

方向和温度的影响
。

其中
,

细胞内外水分子比例

和弥散快慢是构成弥散图像对比的源泉
。

在弥散加权图

像上弥散快的结构信号衰减大呈暗色
,

AD( 二值大 ;弥散慢

的结构信号衰减小呈亮色
,

AIX : 值小
。

不难理解
,

肝囊肿

随着 b 值增大
,

信号变暗至 消失 (b ) l仪刃秒八朋尹)
,

其

肛x二值较肝血管瘤和肝细胞癌大
,

原 因是肝囊肿内水分

含量多和相对游离
。

而肝血管瘤和肝细胞癌内血液粘滞

度较水高
,

以及其 内间隔
、

出血均可限制分子的运动
,

故

在弥散加权图像上
,

随着 b 值的增大
,

信号改变不明显或

逐渐减弱
,

尤其肝细胞癌信号强度始终高于脾脏信号强

度
。

肝细胞癌的平均 Alr 值小于肝血管瘤
。

三者的 AIX二

值差异存在着显著性(p < 0
.

01 )
,

故在临床鉴别诊断中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弥散加权平面 回波成像局限性 弥散加权平面回

波成像对肝局灶占位病变评估存在着以下一些局限性

或缺陷
。

1
.

小病灶漏诊或 A D C 值不准
。

为 了计算出

AD C 值或拟合出 A D C 图
,

必须使用两种不 同 b 值采样

成像
,

两次成像时若 匹配不 良可造成 小病灶漏诊
,

或

E PI 产生严重 的化学位移
,

影响小病灶的 A D C 值准确

测定
。

2
.

严重图像扭曲变形
。

E PI 对磁不均匀极 为敏

感
,

在肝组织与含气的 胃
、

肠界面易产生严重图形扭曲

变形
,

尤以肝左叶为重
,

导致无法获取理想的 AD C 图
。

3
.

多富含血管
、

囊变转移癌与肝血管瘤在 AD C值上有

部分重叠
,

故无法相鉴别 [s]
。

此外
,

我们发现 E PI 产生

视野 (FO V )/ 2 或 N / 2 (N 为阅读的原始数据行数 )重叠

伪影 (图 4)
,

即在所需 的影像前后 有一半 相 同影像重

叠
。

这可能与 E PI 以摆动阅读方式有关
。

但这种伪影

不影响 A D C 值计算或 A D C 图拟合
。

综上所述
,

弥散加权平面回波成像可用于肝囊肿
、

肝

血管瘤和肝细胞癌
,

三者 AIX :值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

可作

为临床鉴别诊断参考
,

但不适宜于小病灶诊断
。

参考文献

1 1、
u lle r R

,

晚 Bi han D
,

Mal er J
, et al

,

公ho
一

禅~
in 】ag

in g of ini rav ox
-

el in
c

oh
~

t

蒯ion
.

R a d iol
o
gy 19男)

,

17 7: 粼:】74 14
.

2 T
slln j

d
a

JS
,

Ch ew N M
,

M o se l
e v

M E
,

N

orman
D

.

D i肠si on
一w e igh ted

MR im 乏卿 n g Of th e b面
n : v

alu
e Of d iffe r e n tiat in g be lw e e n

ext raax
ial

e yst s an d 印id

~
d Itu 幻。rs

.

AJ N R 19 笑】
,

11 : 9 25
一

93 1
.

3 Ti en RD
,

Fel s be 飞 GJ
,

Fri
《x lm 出 I H

, et al
.

M R in 域, ng of hi gh 侣七
a d e

e e re l刀 1司沙~
: 驯山e of di ffu si on

一

wel 咖司 ec ho
一

p lan ar pul * se
-

qU en ce
.

川 E 199 4
,

162
: 67 1

一

67 7
.

4 M山er M旧
,

1份~ IP
,

Si e w e川 B
, et 沮

.

A】
润
I田 ni

r
曰 d il五巧 ion

1 1
明月〕

1 119 板th

use of a 初
lo le- 1洲 Iy ec l

l介弹~
s ys tem

.

凡到:l访l(食
.

19 )4
,

l卯 :盯5期8
.

S N出 lu ll幻 IO
T

,

Yan 联巧hit a y
,

S u rn
i S

,

et al
.

1
,

, 滋 hver rnas
se s : e h

arac
-

teri
z at io wi th d i压ls ion- we ight 司 e e ho

一

Pl an ar MR lln ag n g
.

R a d lo lo留

1卯 7
,

2《H : 73 9
一

7科
.

6 Ich ikawa T
,

Har 出」
ome

H
,

H二hi” J
, et al

.

D iffu
sion

一

we igh
ted M R

iln a g ing 诫th a s ln gle
~
s ho t ec]

.o 一

禅an ar
s
eq llen ce d et ect ion an d

e
har a c -

teri
z

ati on of foc al h
e
p a llc les ion s

.

AJ R 199 8
,

17 0: 3 77 训k) 2
.

7 Ch en ev ert TL
,

Bn ”山
e rg JA

,

Pi pe JG
.

An iso
tl飞〕I〕ic di血si on in 】

lu 们鳌” 1

w hite 1 1坦Ile r : d

emon
s

trat ion wi th M R te c l
l n i甲e s in V iv o

.

R a d iol卿
l望洲〕

,

17 7 :

4() l礴05
.

8 玩 Bi han D
,

Bret on E
,

li dle m 山 l
d D 一A曲in M L

, et al
.

5 甲arat
ion of

d i面
s ion an d p e

而
s ion in in

trav
o x e l inc oh e rr C ll( mo uon (IV IM ) M R

illla g ng
.

R 田 liol
o

gy 19 8 8
,

168 :

49 7
一

505
.

9 h Bih田】D
,

Bn ”。 II
E

,

h 山
e n l

an d D
, et al

.

M R illL lg lllg of in l了a vo
x e

inc oh
~

t

mot i~
: 乏
甲plic at in n to

1
111五

i
si on an d Pe 而si on in

们 e ur o

ogi
。

d i, j n l毗
.

R别 1101卿 19 86
,

16 1 :

4D I“捉斤
.

ro l支Ie l
n
团

1

RR
.

玫1洲卜禅~
M R i

ll

叼ng
.

R曰 I众习(褂 1燮科
,

1哭旧刃
~

6 12
.

(199 8
一

1 1
一

0 8 收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