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腔和肝肾隐窝位置最低，在立位时盆腔最低，两侧膈下

间隙负压较高，右结肠旁沟较左侧宽以及左结肠旁沟

上有脾结肠韧带。这些影像结构特点使腹膜上下间隙

的交通表现为右肝上、下间隙通过右三角韧带外侧面

相交通，并与右结肠旁沟相通；腹膜下间隙与盆腔间隙

之间的交通通过左右结肠旁沟及左右结肠下间隙实

现。本组病例中，发现转移病灶右半膈４例、右半结肠

旁沟１４例、大网膜２２例和盆腔（包括子宫直肠陷凹和

子宫阔韧带）１８例，其病灶检出阳性率分别为４０％、

７８％、９２％和９０％，胃小弯侧和阑尾病灶未发现。其

中，膈肌病灶中有３例经矢状面和冠状面重组图像才

发现。这一结果同文献报道相似［７，８］。由此可见，大

网膜和子宫直肠陷凹处病灶较易发现，其次为右半结

肠旁沟。盆腔内病变以矢状面、冠状面和斜轴状面观

察为佳，如本研究中１例侵犯子宫阔韧带于斜轴状面

显示更佳，而子宫直肠陷凹处病灶，矢状面可显示病灶

侵犯子宫和直肠的情况。冠状面可以显示结肠旁沟处

肠道表面小的转移灶。膈肌病灶较难发现，常表现为

结节状或扁平状，似膈肌增厚，借助多平面重组出矢状

面和冠状面可提高病灶的发现及定位。胃小弯侧和阑

尾的病灶位置隐蔽，很难发现，尤其是小病灶，常需要

加做薄层扫描并仔细观察。

总之，结合多排螺旋ＣＴ可薄层扫描和多平面重

组的优势，卵巢恶性肿瘤腹膜转移ＣＴ诊断的阳性率

是很高的，可为下一步治疗提供有力帮助。

参考文献：

［１］　ＯｚｏｌｓＲＦ，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ＰＥ，ＥｉｆｅｌＰＪ．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ｅ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ｎ：ＤｅＶｉｔａＶＴ，ＨｅｌｌｍａｎＳ，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ＳＡ，ｅｄｓ．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Ｍ］．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Ｐａ：Ｌｉｐｐｉｎｃｏ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Ｗｉｌｋｉｎｓ，２００１．１５９７

１６３２．

［２］　汤钊猷．现代肿瘤学［Ｍ］．上海：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９４９

９５０．

［３］　连利娟．林巧稚妇科肿瘤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１１４１２．

［４］　ＦｕｎｔＳＡ，ＨｒｉｃａｋＨ，ＡｂｕＲｕｓｔｕｍＮ，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ＣＴｉｎｔｈｅＭａ

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Ｊ］．ＡＪＲ，２００４，１８２（２）：

３９３３９８．

［５］　ＭｅｙｅｒｒｓＭＡ，ＯｌｉｐｈａｎｔＭ，ＢｅｒｎｓＡ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Ｌｉｇａ

ｍｅｎｔｓａｎｄ 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ｅｓ：Ｐａｔｈ ＷａｙｏｆＩｎｔｒａ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Ｓｐｒｅａｄ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７，１６３（３）：５９３６０４．

［６］　ＣｏａｋｅｙＦＶ，ＨｒｉｃａｋＨ．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ａｎｄ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Ｄｉ

ｓｅａｓｅ：Ｋｅ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Ｊ］．ＣｌｉｎＲａｄｉｏｌ，

１９９９，５４（９）：５６３５７４．

［７］　楼芬兰，向可伟，潘芝梅．原发性卵巢恶性肿瘤的ＣＴ表现及分期

［Ｊ］．临床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１，２０（８）：６０７６０９．

［８］　ＰａｎｎｕＨＫ，ＨｏｒｔｏｎＫＭ，ＦｉｓｈｍａｎＥＫ．Ｔｈ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ｕａｌｐｈａｓｅ

Ｍｕｌｔｉ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ｒｏ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ｅｓｉｎ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ｓ［Ｊ］．ＪＣｏｍｐｕｔＡｓｓｉｓｔＴｏｍｏｇｒ，

２００３，２７（３）：３３３３４０．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８２４　修回日期：２００６０３２９）

·外刊摘要·

磁共振全身诊断

ＬａｄｄＳＣ，ＺｅｎｇｅＭ，ＡｎｔｏｃｈＧ，ＦｏｒｓｔｉｎｇＭ

　　所谓“全身磁共振成像”，包括一系列为探测不同疾病而采

用的各种技术。全身 ＭＲ血管成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ａｎｇｉ

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ＲＡ）可显示从头到足除冠状血管外的动脉血管系

统。目前全身 ＭＲＡ已可为多发性血管狭窄患者的治疗方案提

供相关信息，并在将来可能成为高危人群如冠心病患者的筛选

检查。特别是在怀疑有骨转移时，全身 ＭＲＩ可以运用液体敏感

序列来替代骨闪烁摄像检查。快速对比剂增强序列可以作为

肿瘤检查的筛选方法之一；在探查远处转移时，它甚至可以优

于正电子发射计算体层摄影ＣＴ融合成像术（ｐｏｓｉｔｒ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ＥＴＣＴ）。本文描述了全

身ＭＲＩ的最新进展及其临床适应证，而这些新技术将导致许多

疾病检查方法的观念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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