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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技术消除伪影的临床应用

戈明媚，刘志钦，王秋良，刘小林，廖玉珍

【摘要】　目的：探讨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技术在临床的应用价值。方法：日常工作中随机对１９例磁共振头颅检查中出现躁动或

有固定金属异物患者，应用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技术进行成像，与常规Ｔ２ＦＲＦＳＥ序列、ＤＷＩ序列进行对比扫描。其中因躁动产生运

动伪影进行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２ 加权成像１１例，因金属异物产生伪影进行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ＤＷＩ成像８例，同时进行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２ＷＩ、

ＤＷＩ成像５例。结果：１９例应用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技术进行 Ｔ２ＷＩ、ＤＷＩ成像消除因运动、金属引起的伪影均获得满意图像。

结论：应用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２ＷＩ、ＤＷＩ成像技术明显消除患者因运动或金属异物造成的伪影，可生成高分辨无伪影具有临床诊

断意义的理想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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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共振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技术（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ｙｒｏｔａｔｅｄｏｖｅｒ

ｌａｐｐｉｎｇ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ｌｉｎｅｓｗｉｔｈ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又称螺旋桨扫描技术，是ＧＥ公司最新研发的高级应

用软件。这一技术的图像采集方式是一种独特的填充

模式，以辐射状的“叶片”用螺旋的方式采集数据，直到

整个Ｋ空间数据完成。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技术可以在最复杂

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伪影消除的高质量图像。

材料与方法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２月在行头颅 ＭＲ检查的患者

中，对１９例躁动不配合、有固定牙齿异物患者进行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２ＷＩ和扩散加权图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ｉｍａｇｅ，ＤＷＩ）序列成像。男１０例，女９例，年龄３１～

７５岁，平均５８．４岁。１１例因躁动常规Ｔ２ＷＩ序列的

运动伪影使图像无诊断价值，即行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２ＷＩ序

列成像；８例由于义齿引起金属伪影行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ＤＷＩ

序列成像；５例患者同时行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２ＷＩ、ＤＷＩ序

列成像。脑缺血改变、脑梗死１７例，脑梗死伴脑出血

１例，脑转移瘤１例。

使用ＧＥＳｉｇｎａＴｗｉｎＥｘｃｉｔｅⅡ１．５Ｔ超导磁共振

机，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软件，头部８通道相控阵线圈或头部正

交线圈。

常规轴位 Ｔ２ 加权快速恢复快速自旋回波（ｆａｓ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ｆａｓｔｓｐｉｎｅｃｈｏ，ＦＲＦＳＥ）序列，ＴＲ４３００ｍｓ，

ＴＥ１０２ｍｓ，扫描矩阵３２０×２５６，回波链长度（ｅｃｈｏ

ｔｒａｉｎｌｅｎｇｔｈ，ＥＴＬ）１９，带宽（ｂａｎｄｗｉｄｔｈ）２５Ｈｚ，视野

２４ｃｍ×１８ｃｍ，层厚６ｍｍ，层距１ｍｍ，激励次数３，扫

描时间１５９ｓ。

常规轴位ＤＷＩ序列，ＴＲ６０００ｍｓ，ＴＥ扩散敏感

系数ｂ值设定为１０００ｓ／ｍｍ２，扫描矩阵１２８×１２８，带

宽２５０Ｈｚ，视野２４ｃｍ×２２ｃｍ，层厚６ｍｍ，层距

１ｍｍ，激励次数２，扫描时间４８ｓ。使用表面线圈强度

校准（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ｉ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Ｃ）。

轴面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２ＷＩ序 列 ＴＲ６５００ ｍｓ，ＴＥ

１１４．４ｍｓ，层厚６ｍｍ，层距１ｍｍ，带宽５０Ｈｚ，视野

２４，回波链２４，扫描时间２０２ｓ。

轴面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ＤＷＩ序列ＴＲ５０００ｍｓ，ＴＥ９１．５ｍｓ，

带宽８３．３３３Ｈｚ，回波链１６，ｂ值１０００ｍｍ２／ｓ，扫描时

间２４５ｓ，使用ＳＣ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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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ａ）常规ＦＳＥＴ２ＷＩ，示明显运动伪影；ｂ）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２ 扫描，示左侧额叶病变（箭）；ｃ）ＦＳＥＴ２ＷＩ左额叶片状长Ｔ２ 信号

（箭）；ｄ）增强ＳＥＴ１ＷＩ扫描左额叶脑回样强化（箭）。　图２　ａ）常规ＦＲＦＳＥＴ２ＷＩ示明显运动伪影；ｂ）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２ＷＩ，显

示病灶清晰。　图３　ａ）常规ＦＲＦＳＥＴ２ＷＩ运动伪影影响脑干病变的显示（箭）；ｂ）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２ＷＩ脑干病灶显示清晰（箭）。

结　果

１１例因患者不配合产生的运动伪影，采用Ｐｒｏ

ｐｅｌｌｅｒＴ２ 加权采集，均显著消除了不合作患者的常规

Ｔ２ＷＩ图像中的运动伪影（图１～４），提高信噪比（ｓｉｇ

ｎａｌｔｏｎｏｉｓｅ，ＳＮＲ）和对比噪声比（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ｏｎｏｉｓｅ，

ＣＮＲ），图像质量明显提高，病变显示良好，为意识不

清、躁动、儿童等不能控制自己运动患者临床诊治提供

了切实有力的帮助。

８例因固定义齿产生的金属伪影采用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ＤＷＩ采集，明显减少了常规扫描所见的影响 ＤＷＩ序

列的伪影（图５），显著提高了组织的分辨力和病变检

出率，使以往难以完成的磁敏感性大的部位，如岩骨周

围脑的扩散成像成为现实。

讨　论

磁共振成像技术应用临床以来，由于无辐射危害，

对比分辨力高等优势，已成了众多医学影像技术中极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对不配合患者如何能得到一幅

满足诊断要求的 ＭＲ图像是工作中常常遇到的难题。

运动伪影和磁敏感性伪影在很多情况下依然限制着

ＭＲ应用的进一步推广。

改变采集空间（Ｋ空间）的排列顺序是目前常用的

方法之一［１］，但由于Ｋ空间采集顺序的改变会带来图

像对比度的改变，因此这种方法的应用范围有限，典型

的代表是投影重建
［２］方法和螺旋（Ｓｐｉｒａｌ技术）采集

［３］

方法。导航波［４］方法是另一种常用的方法。它通过采

集额外的数据来监测人体组织的运动，并选取特定的

位置来进行数据的采集，也可以有效地减小运动伪

影［５］，但存在采集效率低和扫描时间长的问题 ［６］。

１９９９年，ＪａｍｅｓＧＰ提出了一种新的减小运动伪

影的数据采集和重建方法［７］，称之为“周期性旋转重叠

平行线采集和增强后处理重建方法（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

这种方法同时具有 Ｋ空间中心部分重复多次采样和

获取人体组织内在“导航波”信息的优势，可以同时有

效的解决因运动产生的伪影。Ｊａｍｅｓ将其用于头部扫

描和心脏扫描，取得了很好的结果。２００１年，Ｋｉｒｓｔｅｎ

等将这种方法应用于一组临床躁动患者并与常规的方

法做对比，结果显示出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方法具有明显的优

势［８］。２００２年，Ｊａｍｅｓ等又进一步将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方法应

用于扩散加权成像［９］，发现其不仅可以克服运动伪影，

而且可以克服常规平面回波扫描中存在的磁敏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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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常规ＳＥ／ＥＰＩＤＷＩ颅底磁敏感伪影影响脑干病变的显

示（箭）；ｂ）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ＤＷＩ基本消除该伪影，脑干病灶显示

清晰（箭）。　图５　ａ）ＳＥ／ＥＰＩＤＷＩ，义齿等金属形成的磁

敏感伪影影响邻近结构的观察；ｂ）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ＤＷＩ可见该伪

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箭）。

图６　ＦＳＥＫ空间填充示意图。　图７　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的Ｋ空间填

充示意图。

影。对于有颅底病变和颅内有嵌入式金属的患者也可

得到扩散成像，具有极大的优势。

传统快速自旋回波等脉冲序列 Ｋ空间是在采集

一次回波后充填行Ｋ空间，由上往下逐行填满，每个

ＴＲ，一个快速回波链采集一次激发的所有相位编码

行，重复激发直至 Ｋ空间填满，只有一次激发覆盖 Ｋ

空间中心（图６）。

而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技术的图像数据采集方式是一种独

特的Ｋ空间填充模式。这种填充模式以辐射状的“叶

片”用旋转的方式采集数据。桨叶在Ｋ空间增加角度

时有效旋转，Ｋ空间的中心被重复采集，直到整个图像

采集完成（图７）。

所有Ｋ空间数据要经过数据采集、相位校正、旋

转校正、平移校正、权重计算和异常点剔除，然后通过

傅立叶变换进行图像重建。在合成图像时，剔除运动

幅度大且具有较低权重的失真数据，从而消除了运动

伪影和磁敏感性伪影。

笔者对１９例通过对常规Ｔ２ＷＩ、ＤＷＩ序列产生的

运动和磁敏感伪影与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Ｔ２ＷＩ、ＤＷＩ序列进行

比较，认为当前Ｐｒｏｐｅｌｌｅｒ技术是克服磁共振成像中运

动和磁敏感伪影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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