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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比较八次激发 S E

一
E PI 与呼吸 门控 FS E 及 SS FS E T :

W l在肝脏的应 用
。

方法
:
对 14 例 志愿者及 21 例

肝病患者行上腹部呼吸门控 FS E 及 S SFS E 和屏 气八次激发 S E
一

EPI 扫描
。

所有 T :

W l 序列均运用 脂肪抑制技 术
。

定 量

分析肝脏
、

病灶的信噪比及肝 脏
一

病 灶的对比噪声比
,

评价各序列的图像质量及伪影
。

结果
:
八次激发 SE

一
E PI 与 S SF SE 及

FS E 在肝脏及病 灶信噪 比
,

肝脏
一

病 灶对 比度噪声比 和图像质量方 面无 明 显差别 (尸> 。
.

05 )
。

其磁敏感伪影较 F S E 及 5 5
-

FS E 重 (P < 0
.

0 1 )
,
SE- E PI 化学位移伪影与 S SF S E 及 FS E 相比 无明显差别 (P > 0

.

0 5 )
。

SE-- E PI 及 FS E 运动伪影 明显 比

S SF SE 重 (P < 0
.

0 1 )
,

但 S E
一
E PI 运动伪影与 FS E 相比 无明显差 别 (P > 0

.

0 5 )
。

S E
一
E PI 与 FS E 及 S SFS E 的 图像质 量无 明

显差别 (尸> 0
.

0 5 )
。

结论
:
八次激发 S E

一
E PI 能够在较短 时间里提供较高质量的上腹部 T Z

W I
。

被检查者在扫描 时可 自由

平静呼吸或屏 气
,

可作为肝脏 T :
W l 的补充序列

。

【关键词】 肝脏 磁共振成像 平面 回 波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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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o n

gj i H o sp ita l o f T o n g jiM
e d iea l C o lle g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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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u ha n 4 3 0 0 3 0

(A b
stra etl o bj ee tiv e

:
T o eo m p a r e the p e rfo rm a n ee o f毛 w e ig h te d e ig h t- sh o t s p io e e ho v er s io n o f e e h o pla n a r im a g in g

(S E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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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 ho t fa s t sp in e e ho (S S FS E ) s eq u e n e es fo r th e d e tee tio n o f

fo ea l liv e r le s io n s
.

M e th o d s
:

B re a thh o ld e ig h卜 sh o t SD EP I o f t he liv e r w a s e v a lu a te d in fo u r te e n h e a lth y v o lu n te e r s a n d

tw e n ty
一 o n e p a tien ts

, a n d th e r e s u lts w e r e e o m p a r e d w ith r e sp ir a to r犷g a tin g T : w e ith te d F S E a n d S S FS E
.

T he fa t
一s u p p r e s -

s io n te eh n iq u e w a s u se d in e a e h se q u e n e e
.

T he s ig n a l
一t o 一 n o is e r a tio (S N R ) o f th e liv e r a n d le s io n a n d th e e o n t ra s t一t o 一 n o ise

r a tio (CN R ) o f the Ie sio n 一t o 一

liv e r w e r e q u a n tita tiv e ly a n a lyz e d
, a n d th e o v e r a ll im a g e q u a lity an d a r tifa e t s w e r e a ls o q u a lit a

-

tiv e ly a n a lyz e d
.

R esu lts : Q u a n tita tiv e ly
,

S E
一

E PI
,

SSF SE a n d FS E s eq u e n e e s s ho w e d n o 介s ig n ifie a n t d iffe r e n e e s (P > 0
.

0 5 ) in

1iv e r / l
e s io n C N R

,
S N R o f liv e r a n d le sio n , t he o v e r a ll im a g e q u a lity a n d e h e m ie a l sh ift a r tifa e ts

.

S u s e e p tibility a r tifa e t s o n

S E
一
EP I w e r e rn o r e tha n S SF S E a n d F SE

.

T he r e w e r e fe w e r m o tio n a n d g h o s t a r tifa ets o n S E
一
E PI im a g e s eo m p a r ed t o FS E

im a g e s (P < 0
.

0 5 )
.

Co n c lus ion
:

E ig h t- sh o t S E
~

E PI o f th e liv e r e an p ro v id e s u p e rio r hig h q u ality T : w eig h ted ima g e in sho r t er ae q u i
-

sitio n tim es eo rn p a r ed w ith r e sPir a t o r犷 g a ti雌 FSE a

nd SS FS E
.

T he p a tie n t ea n ho ld br e a th o r r es p ir e fr e ely d u rin g sea n n in g
.

T his

tee hn iq u e m a y be u se fu l in elin iea l a PPliea tio n o f he Pa tie M R ima g i眼
.

[ K e y w o rd s] I
一
iv e r

M
a g n e tiC : e so n an e e im a g in g E e ho p la n a : im a g in g (E PI)

在近十年内
,

M R 在肝脏疾病的诊断中应用已相当广泛
,

快

速及超快速序列大大提高了图像质量及诊断准确性
。

T :

W l为

M R 诊断提供了最重要的信息
。

腹部 SE 序列受各种 生理运动

如呼吸
、

心脏搏动及肠 蠕动等产生 的伪影 的影 响
,

因此
,
T Z

W l

图像在相位编码方向上 常出现模糊及伪影
。

为 了减少这些伪

影
,

可采用信号平均
、

屏 气
、

呼吸 触发技术
、

块 预饱 和及流动补

偿等技术
。

目前
,

超快速成像序列平面 回波成像 (e o h。
一

Pl an
a -

ri m ag in g
,

E PI )[l
一

, ’〕图像采集时间 已达毫秒级
,

可明显减少 运动

伪影
,

且可应用 于功能成像
。

国外已有文献报道 EPI 在肝脏的

应用
。

本研究旨在对比分析八次激发 sE
一
E PI 与 ssFsE 及 FsE

序列
,

以判断八次激发 SE- E PI 的临床应用价值
。

材料与方法

M R 成像应用 G E 超导型 1
.

ST S ig n a C V 八及 T O R S OP A

线圈
。

14 例健康志愿者
,

男 6 例
,

女 8 例
,

年龄 15 一 67 岁
,

平均

作者单位
:
4 3 0 0 3 0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 附属 同济 医院
放射科

作者 简介
:

郭友 (1 9 74 一 )
,

男
,

湖北宜 昌人
,

硕 士
,

主要从 事 M R I和
C T 临床诊断及研究

。

年龄 31 岁
;
21 例肝脏病患 者

,

男 15 例
,

女 6 例
,

年龄 17 ~ 77

岁
,

平均年龄 35 岁
。

其中原发性肝癌 12 例
,

胆管细胞癌 l 例
,

肝转移瘤 3 例
,

血管瘤 4 例
,

肝脓肿 1 例
,

肝囊肿 5 例
。

所有被

检查者均行上腹部呼 吸门控 F SE 及 S S FS E 和屏 气 8 次 激发

S E
一
E PI (T R Z 0 0 0 m s ,

T E 5 0 m s ) 扫描
,

扫描参 数均 为 带 宽

6 2
.

5 0
,

显示野 3 6 e m 又 3 2 em
,

矩阵 1 2 8 X 2 5 6
,

激励 次数 1
,

层厚

1 0 m m
,

层 间距 Z m m
。

扫描全肝所用时间分别为 7 8 5
、

3 0 5
、

1 8 5
。

其中有 13 例还 在自由呼 吸状态下行 S E
一
EPI 检查

,

所有 T Z

W l

序列均运用脂肪抑制技术
。

图像定性分析
:

三位有经验的 M R 诊断医师盲法分析各种

序列 的图像质量
,

主要包括图像信噪 比及分辨率
、

运动伪影
、

磁

敏感伪影
、

化学位移伪影
。

采用 四等分法评估运动伪影
、

磁敏

感伪影及化学位移伪影 (0 无伪 影
; 1 轻度伪 影 ; 2 中度伪影

; 3

重度伪影 )
。

图像总体质量从肝 内血管显示
,

解剖结构是否 清

楚及病灶检出率三个方面分析
,

然后根据四等分法判定其等级

(0 优秀
; 1 好

; 2 一般
; 3 差 )

。

同时判定图像脂肪抑 制是否 成

功
。

记录每一序列检出病灶的数目及大小
、

范围
。

每一 图像均

在 M R 检查 的当天认真分析
。

采用 H 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

设

定可信区间 尸为 。
.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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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SE
一

E PI 不存在运动相关部分容积效应
,

获得的图像为较 纯

的 T :

W l
,

因而组织对 比较好
,

但空 间分辨率及 S N R 较低
,

偏共

振效应较重
。

由于高的反转梯度还 可刺激外周神经兴奋
。

多

次激发 E PI 成像速度较单次激发慢
,

激发次数越多
,

成像时间

相对越长
,

但仍比其他脉冲序列如 FS E
、

S SFS E 快
。

其 S N R 较

高
,

能采用较大矩阵
,

因 而空 间分辨率高
,

磁敏感伪影 较轻
,

但

不能完全剔除 T l

对图像对比的影 响
。

多次激发 E PI 较之单次

激 发 EPI 的主要优势是对设备要求低且 图像质量好
。

为 了在相对短的时 间内 (被检查者耐受允许的情况 下 )获

得高质量的肝脏 SE
一
E PI 比

8 〕 ,

本实验采用八次激发 SE- EPI
,

扫

描整个肝脏需 185
,

被检查 者屏气完全能够耐受
。

从检查结果

分析来看 S E-- E PI 肝脏及病灶的 S N R
,

病灶与肝脏 的 C N R 及总

体图像质量与 FS E 及 S S FS E 无显 著性差 异
,

其诊断价值与

FS E 及 S S FS E 相 当
。

有关文献[l.
9〕在对比分析多次激发 S E

-

E PI 与其他肝脏 T Z

W l 时
,

结论各不相同
,

其原 因可能与扫描参

数如 T R
,

取样带宽及矩阵不同有关
。

因为纵向磁化矢量恢复

的程度取决于 T R 及组织的 T l

值
,

T :

一定时
,
T R 越长

,

检测 到

的信号越多
,

图像对 比度越高
。

取样带宽越窄
,

图像的 S N R 越

高
,

但偏共振效应越重
。

而矩阵与 图像的空间分辨率有关
。

本研究中有 13 例( 13 / 3 5) 被检查者在 SE
一
E PI 检查时采用

完全相 同的扫描参数
,

在屏 气与 自由平稳 呼吸 两种状态 下 扫

描
,

所获得 图像由三位有经验的 M R 诊断医师盲法分析
。

10 例

(1 0 / 1 3) 自由平稳呼吸图像足以达到图像诊断标准 (图 1 )
,

其呼

吸运动伪影与 FS E 运动伪影无明显差别 O
。

3 例自由平稳 呼吸

E PI 图像明显较屏气 E PI 差
。

3 例屏气 EPI 图像伪影较 自由呼

吸重
,

图像质量下降
。

平稳呼吸 EPI 与屏气 E PI 总体图像质 量

无 明显差异 (尸> 。
.

05 )
。

屏气 E PI 图像较差 的原 因可能是患者

屏气不完全所致
。

另外有 4 例不合作或 不能耐 受检查 者让其

自由呼吸
,

其中有 2 例 EPI 图像达到诊断标 准
。

故建议在 S E
-

E PI 扫描时先让患者 自由平稳呼吸扫描
,

如果图像伪影较重
,

可

选择屏气扫描
,

以取二者之最佳
。

E PI应用非常小 的相位编码梯度
,

它对 磁场不均匀的敏感

性较高
,

因而易出现磁敏感伪影和 化学位移伪影
,

这些伪影 均

出现在相位编码方向上 而不 同于常规脉冲序列 频率编 码方向

上 的伪影 [7. 叼
。

本研究中各序列图像的伪影严重程度及 图像质

量与文献报道基本相符
,

邻近 胃肠 道及肺的肝脏 和病灶未见 明

显变形 (图 4
、

5 )
。

为了减 少这些伪影
,

本研究中各 E PI 序列采

用短的 T E
,

选择合适的带宽以减 少伪影并兼顾 图像的 S N R
。

必要时改变频率及相位编码方向
。

本研究没有将单次激发
、

两次激发 S E
一
E PI 与八次激发 E PI

对 比分析研究
。

一些文献报道 [5. 幻 ,

单次激发 S E-- EPI 对肝脏局

灶性病变诊断并不理想
,

其最主要 的原 因是磁敏感伪影 重
。

从

我们初步获得的经验来看
,

单次激发 SE- EPI 磁敏感伪影较多

次激发重
,

尤其是在肝顶部
。

综上所述
,

八次激发 SE- EPI 能够提供较高质量 的上腹部

T Z
W l

。

因其高的 S N R 及 C N R
,

成像时间短
,

运动伪影少
,

被检查

者扫描时可 自由平静呼吸或屏气
,

可作为肝脏 T Z
W l补充序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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