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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场 M R FL A IR 序列在脑 白质疏松症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柯棋 潘献伟 夏成德 周守国 赵晓梅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低场 M R I液体衰减反转恢复 (flu id liq u id a tte n u a te d in v er s io n r e e o v e r y

,

简称 FI A IR )序列在脑 白

质疏松症“
矛

A )影像诊断 中的应用价值
。

方法
:
采 用 。

.

3T 低场 M RI 扫描仪对 70 例 L A 进行 自旋回 波 (SE) 序列和 FI A IR

序 列成像
,

分析 L A 在 S E 及 FI AIR 序列 中的影像表现
,

比较 两种成像序 列时 LA 病 变的显示 效 果
。

结果
: L A M RI 表现

为侧脑 室周围 和 /或深部脑 白质形态不规则
、

边缘模糊的斑点及 点片状异 常信号影
,

S E 序列呈等 T :

或 长 T
, 、

长 T :

信号

改变
,

FI A IR 呈略高或高信号 改变 ; FI A IR 序列成像与 S E 序列 T Z

W l 对 L A 病 灶显示 的 满 意程 度及对病 变的分级诊断

均无 明显差异
。

结论
:
在低 场条件 下采用 FI A IR 序 列诊断 L A

,

其成像效果 并不 比常规 S E 序列优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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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o S t u d y t he v a lu e o f flu id a t te n u a te d in v e r s io n r e e o v e r y (FI A IR ) s e q u e n e e in d ia g n o sin g le u -

ko a r a io sis (I A )
.

M eth o d s :

W ith 0
.

3 T M R e q u ip m e n t ,
7 0 e a s e s o f I A w e r e st u d ie d w ith sp in e e ho (S E ) s e q u e n e e a n d

FI A IR s eq u e n ee
.

M R a p p e a r a n e e s o f I A o n S E a n d Fl
一
A IR s e q u e n ee w e r e a n a ly z e d

.

T h e fin d in g s o f I A im a g e s w ith tho se

tw o diffe r e n t s e q u e n e e s w e r e e o m p a r e d
.

R e su lts : M R a p p e a r an e e s o f I A w e r e a bn o r m a l s ig n a l in te n sitie s w ith ir r e g u la r ,

11
-

le g ible m a r g in
,

in p a r a v e n tr ie u la r r eg io n o r
/

a n d d e e p br a in w h it e m a t t e r ,

w h ie h w e r e 15 0 一 o r h yp o in te n s e o n T
;

W l a n d h y Pe r-

in t e n s e o n T :

W l
, a n d s lig ht hy p e r 一 o r hyp e rin te n se o n Fla ir s e q u e n e e

.

T h er e w a s n o sig n ifie a n t diffe r e n e e be tw e en F I A IR

s eq u e n ee a n d T Z w e ig h te d im a g in g o f S E s e q u e n e e in b o th d e m o n s t r a tio n a n d g r a d in g o f I
J

A le s io n s
.

C o n c lu s io n :

W irh 0
.

3 T

M R e q u ip m en t ,

FI A IR se q u e n e e w a s n o t s u P e r io r t o S E s eq u e n e e in d ia g n o s in g l
一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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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 n e tie r e s o n a n e e im a g in g S p in e e ho Flu id a t t e n u a t e d in v e r s io n r e e o v e ry

脑 白质疏松症 川 ( le u ko a r a io sis
,

I A )是 由各种原 因引起的

脑 白质异常
,

多见 于脑 血管病
、

痴呆
,

也见 于部分正常老年人
。

M RI 在 L 八 影像诊断中发 挥重 要 作用
。

液体衰减反 转恢 复

(flu id liq u id a t t e n u a t e d in v e r s io n r e eo v e ry ,
F I A IR )序列为一种

M RI 成像方法
,

可使自由水 (如脑脊液 )的信号 减弱到零
,

能提

高脑组织信号的对 比度
,

藉以提高 M RI 对脑 内病变的显示 能

力
。

有关 FI
_
A IR 序列 诊断 I

_

A 的 文献 国内少 有报 道
。

采 用

。
.

3 T 的低场 M R I扫描仪
,

笔者对 FI A IR 序列诊断 L A 进行 了

探讨
,

并就自旋回波 (S E )序列 和 FI A IR 序列诊断 LA 进行 比

较分析
,

以明确 FI A IR 序列对 L A 的诊断作用
。

材料与方法

收集我院 2 9 9 9 年 3 月 一 2 0 0 1 年 8 月 I A 病例 7 0 例
,

男 4 8

例
,

女 2 2 例
,

年龄 5 1一 9 1 岁
,

平均 6 5
.

5 岁
。

M R I扫描
:

采用 H IT A C H I A IR IS I永磁 型开放式 M R I装

置
,

场强 。
.

3 T ;
使用头 部线 圈

,

先作常规 S E 序列 M RI 颅脑扫

描
:

横轴 位 T
l

W l
,

T R 5 4 o m s ,
T E 2 5 m s ;

横 轴位 T Z

W I
,

T R

4 0 0 Om s ,

T E l l7 m S ;
矢状位 T I

W I
,
T R 5 4 o m S ,

T E 2 5m S
和矢状

位 T
:

W l
,

T R 4 0 0 0 m s ,

T E 1 1 7 m s ; 4 次激发
。

以后作 F LA IR 序

作者单位
:
52 8。。o 广东

,

佛山市中医院 M R I室
作者简介

:

柯棋(1 9 6 1一 )
,

男
,

江西九江人
,

硕士
,

副 主任 医师
,

主要
从事 C T 和 M RI 工作

,

研究方向为骨关节及神经系统疾病的 M RI 诊断
。

列 横轴及矢状位成像
,

T E 1 lo m s
、

T R 6 7 0 0 m s
、 ‘

r l 1 Z o o m s ,

4 次

激发
。

层厚 8
.

o m m
、

层距 1 0
.

o m m
,
F ()V 2 2 o m m 又 2 2 o rn rn

,

矩阵

2 5 6 只 2 5 6
。

由 3 位医师共同阅片
。

对 L A 的 M R I影像学进行 分析
,

就

S E 序列 T :

W l 与 FI
J

A IR 序列显示病灶与周围组织 的对 比度
、

显示病灶清晰度
、

横轴位与矢状位 图像发现的病 灶数 目
、

图像

中伪影千扰的严重 程度共 四项 指标分别进行评分
。

具体方法

为
:

¹ 病灶与周围组织对比明显者计 2 分
,

一般者计 l 分
,

不佳

者计为 O ; º 病灶显示 清晰者计 2 分
,

一般者计 1 分
,

不 清晰者

计为 O ; » 横轴位与矢状位 图像发现病灶的数 目一致者计 2 分
,

矢状位发现的病灶数 目少于横轴位或 横轴位发现 的病灶 数 目

少于矢状位者计 1分
; ¼ 图像中无明显伪影干扰者计 2 分

,

轻度

伪影干扰者计 1分
,

严重伪影干扰者计为 。
,

将四项 指标的分值

累加得出总积分值
,

满分为 8 分
,

最低为 1 分
。

依据评分的总积

分值将 M RI 诊断 L A 的满意程度分为 三个等级
: 7 分以上为满

意
, 4 ~ 6 分为 比较满意

, 3 分 以下为不满意
。

对 SE 序列 T : W l

与 FL A I R 两种成像序列诊断 I一A 的满意程度进行 比较
。

依照 A ba r o n-- P t r e t z
的诊断标准 [2』对 I A 病变作分级诊断

:

工级
:

病灶局限于侧脑室前角或后角脑白质
; n 级

:

病灶位于侧

脑室前角和后角脑白质 ; m 级
:

病灶分布干侧脑室前角和后角
、

体部脑白质 ; W 级
:

病灶分布于侧脑室周围脑白质及放射冠
。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丫检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