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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９６年李恩中等
［１］首次报道功能磁共振成像（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ＭＲＩ）之后，中国拉开了ｆＭＲＩ研

究的序幕。随着高场磁共振在临床上的普遍应用，在将近２０

年的发展历程当中，ｆＭＲＩ已成为发展最迅速、应用前景最广阔

的成像技术之一。

狭义的ｆＭＲＩ是指血氧水平依赖（ｂｌｏｏｄｏｘｙ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ＢＯＬＤ）磁共振成像，即ＢＯＬＤｆＭＲＩ，多基于任务（ｔａｓｋ

ｂａｓｅｄ）设计，对于了解人脑的高级功能有着重要意义。在正常

人脑功能如视觉、听觉、嗅觉、运动、语言和记忆等方面取得了

一定的研究进展，如ｆＭＲＩ发现在大脑中有专门的面孔识别区

域［２］，以及海马环路与短时记忆有关等［３］。在许多重大疾病，

如阿尔茨海默病、中风、癫痫、脑肿瘤及精神疾病中的应用也取

得相当瞩目的成果，如利用ｆＭＲＩ可准确定位癫痫病灶和周围

的脑功能皮层，指导手术方式和癫痫灶的切除范围。

广义上ｆＭＲＩ是指以反映组织器官功能状态为成像目的的

一切技术［４］，包括灌注成像（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ＰＷＩ）、

磁共振波谱成像（ＭＲＳ）、扩散张量成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ｔｅｎｓｏｒｉｍａ

ｇｉｎｇ，ＤＴＩ）、扩散峰度成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ｋｕｒｔｏｓｉｓＩｍａｇｉｎｇ，ＤＫＩ），以

及最近涌现出的基于静息态的功能磁共振成像（ｒｅｓ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

ｆＭＲＩ）、多ｂ值扩散加权成像（ｍｕｌｔｉｂｖａｌｕｅＤＷＩ）、和三维动脉

自旋标记（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ｓｐｉｎｌａｂｅｌｉｎｇ，３ＤＡＳＬ）成像等。广义的ｆＭＲＩ

伴随着新设备、新的成像及数据处理方法的发展正日新月异，

利用这些技术，我们能够获得脑部能量代谢、灌注状态［５］、生化

反应及微观结构等多方面的信息。

以往的ｆＭＲＩ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对脑功能激活区进行

准确的功能定位，以及对局部脑功能区的特点进行描述方面。

随着静息态ｆＭＲＩ对传统的任务态ｆＭＲＩ提出挑战，对于脑区

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成为ｆＭＲＩ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学者均将各个脑区看作是各自相互独

立的，但是近来大量认知神经学家认为，大脑通过不同功能区

域的相互协作，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网络来执行功能［６］。脑区和

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主要是数据驱动的，目前已发现人脑中存

在１０种不同的静息态网络（ｒｅｓ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ＲＳＮｓ），其

中最研究最多的就是默认模式网络（ｄｅｆａｕｌｔｍｏ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ＭＮ），主要包括扣带回后部皮层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等脑区，

与情景记忆相关［７］。脑区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已在阿尔茨海

默病、癫痫、精神分裂症、注意缺陷多动综合征等方面有了一定

的应用［８］。

ｆＭＲＩ研究的另外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将ｆＭＲＩ与另外一种

脑成像技术联合，如扩散张量成像（ＤＴＩ）、脑电图（ｅｌｅｃｔｒｏｅｎ

ｃｅｐｈａｌｏｇｒａｍ，ＥＥＧ）、脑磁图（ｍａｇｎｅｔｏ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ＥＧ）或

者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成像（ｐｏｓｉｔｒｏｎ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ＥＴ）等。ｆＭＲＩ与ＤＴＩ的联合运用可同时提供人脑的结构信

息和功能信息，对于脑结构改变与脑功能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也是目前的研究热点之一［９］。ｆＭＲＩ与ＰＥＴ经过图像融

合处理之后能够同时得到脑区的激活和代谢信息。由于ＥＥＧ

有着超高的时间分辨率（亚毫秒级）而ｆＭＲＩ的时间分辨率较

低，同时ｆＭＲＩ的空间分辨率却远远高于ＥＥＧ，因此二者的结

合能够带领我们走进一个超高时空分辨率的时代。目前，ｆＭＲＩ

－ＥＥＧ的联合运用多集中在癫痫的研究上
［１０］，对于其它疾病

状态的拓展研究亦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之一。

本期收集刊登了７篇关于脑功能磁共振成像（ｆＭＲＩ）的文

章，包括一篇介绍重症抑郁障碍的ＤＴＩ、ＶＢＭ 和ＢＯＬＤ联合研

究的综述和６篇论著，其中在ＢＯＬＤｆＭＲＩ方面有任务激活脑

语言功能区研究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的静息功能研究；在

ＤＷＩ和ＤＴＩ方面有：脑梗死的双指数扩散加权 ＡＤＣ参数化研

究，ＤＴＩ对偏瘫型脑瘫患儿白质束的观察和劲动脉狭窄的脑

ＤＴＩ分析等；还有一篇是ＤＷＩ、ＰＷＩ和 ＭＲＡ联合对梗死灶与

交叉性小脑神经机能联系不能的相关研究的介绍。这些文章

反映了国内学者对ｆＭＲＩ的研究现状和新的探索。之所以要收

集在一起作重点刊，是为了使读者能相对集中的了解，以供进

一步研究的思索和参考。随着ｆＭＲＩ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的继续

提高和图像后处理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ｆＭＲＩ的应用将更

加深入与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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