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单位: 200433  南京,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医学影像科 (朱锡
旭、郑玲、王俊鹏、李林)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放射科(田建明)

作者简介:朱锡旭 ( 1963 ~ ) , 男,江苏淮安人, 医学硕士,副主任医
师,从事放射诊断和放射治疗工作。

#中枢神经系统影像学#
磁共振氢质子波谱序列 PRESS和 ST EAM 比较

朱锡旭  郑玲  王俊鹏  李林  田建明

  =摘要>  目的:比较短 T E PR ESS 与 ST EA M 两种氢质子波谱序列在脑肿瘤诊断中的优劣。方法: 43 例脑肿瘤

的
1
H-M R S, 除了T E 稍不同外, PRESS 和ST EAM 序列的其他参数全部相同。结果: PRESS 与 ST EA M 在检测肿瘤 Cr 的

浓度方面,其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其因素可能和序列的特征有关,而对 N AA、Cho、mi、NAA/ Cr、Cho/ Cr 具有良好的一致

性,且 PR ESS 波谱的信噪比好,检查时间短。结论: PRESS 可取代 ST EAM 作为脑肿瘤的波谱检查序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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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ESS and STEAM in diagnosis of brain tumors with proton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Zhu

X ixu, Zheng L ing, W ang Junpeng , et al. Department o f M edical Imaging, the Gener al Hospital of Nanjing M ilitary A rea, N an-

jing 210002

= Abstract>  Objective: T o compare the advantages of short T E PR ESS and ST EAM in diagnosis of brain tumors. Meth-

ods:F orty- three pat ients w ith brain tumors w er e enrolled once final diagnoses were established by histo patholo gic examinatio n.

T he parameters of PRESS and ST EAM sequences were identical except T E. Results: T here w 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 een

PRESS and ST EA M in determinat 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tumor Cr. T his might associated with sequence char acteric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NAA, Cho, mi, NA A/ Cr, Cho/ Cr. P RESS sequence had the advantag e of better signal to no ise

r at io and short scanning time. Conclusion:PR ESS can be one of the sequences of M R spectroscopy in br ain tumor diagnosis as a

r eplacement of ST E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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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共振氢质子波谱是一种无创性获得活体生理及病理物

质代谢的检查方法, 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临床
[ 1-4]
。用于检测

氢质子波谱的 M R 有多种序列, 包括深度分辨表面线圈波谱

( depth- resolv ed surface coil spectroscopy, DRESS)、点分辨表面线

圈波谱( po int- resolved surface coil spectroscopy, PRESS)、空间分

辨波谱( spatially resolv ed spectroscopy , SPAR S)和激励回波采集

方式( stimulated- echo method, ST EAM ) [ 5-7]。目前常用的氢质子

波谱的磁共振序列是 PRESS 和 ST EA M , 本文目的是比较分析

脑肿瘤 PRESS 和 ST EAM 两序列的优缺点。

材料与方法

本组共检查 43 例脑肿瘤患者, 男 31 例,女 12 例,年龄11~

68 岁,平均 46 岁,其中脑膜瘤 11 例,胶质瘤 16 例,神经源性肿

瘤 3 例,垂体瘤 2 例,转移性肿瘤 2 例, 胶质增生 1例 ,桥脑小脑

角蛛网膜囊蛛 1 例,颅咽管瘤 1 例, 淋巴瘤 1 例, 髓母细胞瘤 2

例,松果体瘤 1 例, 2 例肿瘤位于基底节区未行手术切除, 病理

性质不明。

所用仪器为 GE 1. 5T Sig nal cv/ i型超导磁共振机,标准发

射接收头线圈, M RI 扫描序列采用常规扫描参数, 波谱采样

PRESS 序列: T R 1500ms, T E 30 ~ 35ms; ST EAM 序列: T R

1500ms, T E 25~ 30ms, 为便于分析和比较,其它扫描参数一致,

扫描次数为 128,相位循环数 8次, 体素大小、位置两者一致, 大

小为 1. 5cm @ 1. 5cm @ 1. 5cm~ 4. 0cm @ 4. 0cm @ 4. 0cm。横轴

定位, 扫描范围包括肿瘤区。接收发射增益调节, 体素内匀场,

中央频率设置在水的频率以抑制水的信号,均由自动扫描程序

完成, 匀场效果达到半高全宽( F WHM ) < 4Hz, 水抑制> 98%

水平。

统计分析: 当波谱 PRESS 和 ST EAM 扫描完成后仪器给出

主要代谢物 N AA、Cho、Cr、mi浓度和 NAA / Cr、Cho / Cr比值, 同

时给出水的信号强度,均方根噪音水平 ( RM S noise)和 Cr 信噪

比( Cr SN R) , 统计 NAA、Cr、Cho、mi的平均浓度以及 NA A/ Cr、

Cho/ Cr、RM S 噪声, Cr信噪比的平均值,以均数 ? 标准差( x ? s)

表示,对上述数据进行配对资料 t 检验, P 值取0. 05。如 Cr 检测

不到,此组的 NAA/ Cr、Cho/ Cr从统计中去除。

结  果

43例脑肿瘤 PRESS 和 ST EA M 的各代谢物浓度水平见表

1。NAA/ Cr、Cho/ Cr、RM S 噪声、Cr信噪比见表 2。

表 1  NAA、Cho、Cr、mi浓度水平的 PRESS和 STEAM 比较

代谢物 P RESS ST EAM t P

NAA 28? 2. 2 24 ? 3. 6 1. 263 0. 263

Cr 55? 9. 5 19 ? 5. 6 4. 454 0. 004

Cho 120. 5 ? 9. 4 65. 7? 7. 2 1. 815 0. 119

mi 54. 3? 7. 1 34 ? 6. 6 2. 115 0. 079

359放射学实践 2003年 5月第 18卷第 5期  Radiol Pract ice, M ay 2003, Vol 18, No. 5



表 2  NAA/ Cr、Cho/Cr、RMS噪声、Cr 信噪比的 PRESS和 STEAM 比较

比率 PR ESS ST EA M t P

NAA / Cr 0. 88 ? 0. 2 0. 69? 0. 2 - 0. 117 0. 865

Cho/ Cr 3. 14 ? 0. 9 2. 02? 0. 6 0. 736 0. 489

RM S Noise 5. 38 ? 1. 8 2. 33? 0. 7 5. 668 0. 001

Cr SN R 25. 32? 4. 5 20. 40 ? 5. 2 1. 774 0. 126

  NAA、Cr、Cho、mi因浓度水平太低而检测不到时默认为 0。

Cr浓度为 0 时, NAA/ Cr、Cho/ Cr 比率趋向无穷大 , 其中 1 例

(右基底节区占位) SET AM 不能检测到 Cr, 1 例 Ó级少枝胶质

瘤 PRESS 和 ST EA M 都未能检测到 Cr, 故这 2 例在统计分析

NAA/ Cr 和 Cho/ Cr 比率时不作统计。

讨  论

由于单体素氢质子波谱采集区常较小, 采集区的匀场和水

抑制对波谱质量的影响尤为明显, 机器的自动预扫描程度能自

动调整体素内的磁场均匀性和抑制水的信号, 使半高全宽<

4Hz, 水抑制达98%以上的水平, 获得较好的波谱。虽然 PRESS

和 ST EAM 均采用 3个射频脉冲选择体素,分别激励正交的层

面,获得交界部分的信号。但是 ST EA M 采用 3 个 90b RF 脉冲

产生一个激励回波,而 P RESS 采用一个 90b和 2 个 180b脉冲产

生一个自旋回波,因此 PRESS 和 ST EAM 对 T 2 弛豫的敏感性并

不相同。根据序列的脉冲特征, PRESS 对长 T 2 物质更为敏感,

从理论上推测, 检测短 T 2 物质如 mi应当选择 ST EAM 氢质子波

谱序列, 但本组结果显示短 T E PRESS 和STEAM检测 mi浓度统

计学上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 029)。程流泉等[ 8]用 PRESS未

能检测到正常脑实质中的 mi信号, 可能是和他们采用了长 T E

( T E= 136ms) PRESS 序列有关。

单体素脑磁共振氢质子波谱能够定量的输出 N AA、Cho、

Cr、mi等代谢物的浓度水平以及 NAA/ Cr 和 Cho/ Cr 比率, 这在

肿瘤的波谱分析中非常重要。Cr 的浓度在脑组织中相对稳定,

常用作参考浓度,如果波谱检不出 Cr 浓度, 会对已建立的诊断

标准的 NAA / Cr和 Cho/ Cr 的比率分析产生困难。本组结果显

示脑肿瘤 PRESS 和 ST EAM 检测到的 Cr 浓度水平差异有显著

性意义( P = 0. 004) , PRESS 检测到的平均 Cr 浓度水平高于

ST EAM 序列(分别为 55? 9. 5、19? 5. 6)。也有作者[ 7]发现在

正常脑组织中,这两个序列的 Cr 浓度也有显著差异性。本组

结果同时显示 PRESS和 ST EAM 的 Cr SN R 无明显差异性, 因

此我们认为 Cr 的浓度差异可能和序列特征有关, 即在一定的

T E 情况下, PRESS 比 ST EAM 更敏感。有 2 例由于 Cr太低, 1

例是Ó级少枝胶质瘤 , P RESS 和 ST EAM 都未能测到 Cr 浓度,

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病变较小以至我们所用的体素体积

也小( 1. 5cm @ 1. 5cm @ 2. 0cm) , 而且肿瘤位于脑边缘 ,远偏离

中心, 使波谱的信噪比下降, 影响代谢物的浓度观察。另 1 例

是位于右基底节区占位, PR ESS 测得 Cr 浓度 ( Cr = 38) , 而

ST EA M 由于噪声严重未能测出 Cr, 我们分析认为是序列的特

征所致。本组中其它代谢物 N AA、Cho浓度, PRESS 和 ST EA M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NAA/ Cr、Cho/ Cr 比率两者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本组在定量分析 PRESS 和 ST EAM 2 个序列的肿瘤内各

代谢物的浓度和比率时, 为便于分析比较, 我们采用了相同的

T R、短 T E、扫描次数、相位循环数、体素大小等参数, 无需考虑

各参数对波谱的影响, 因此我们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 P RESS 和

ST EA M 序列的特点。PR ESS 序列的另一优点是扫描时间短,

< 3min, 明显短于 ST EA M 的 6min, 我们认为在脑肿瘤的 M R

波谱检查中, 短 T E PRESS 能够在 NAA、Cho、mi浓度检测中和

ST EA M 有很好的一致性, 而且检测 Cr 更敏感, 测量 NA A/ Cr、

Cho/ Cr 更趋稳定,更节省时间, 因此短 T E PRESS 序列可替代

ST EA M 序列作为脑肿瘤的磁共振波谱的一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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