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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荐稿·

６４ＭＤＣＴ定量评价冠心病左心室舒张功能与升主动脉弹性

万象新，肖喜刚

【推荐理由】　主动脉弹性下降可直接引起左心室压力负荷增加、心肌耗氧增多，特别在有冠脉基础疾病时冠脉血流

相对不足，心室舒张功能异常在冠心病的早期即可出现。目前，冠心病患者左室舒张功能的 ＭＤＣＴ评价国内外报道较

少，本研究在评价结构性心脏病变基础上，以二维超声作对照，采用６４ＭＤＣＴ一站式扫描，首次评价冠心病患者的升主动

脉弹性与左心室舒张功能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升主动脉弹性与左心室舒张功能均随冠脉病变程度增加而减退，而且，主动

脉弹性Ｄ值与二尖瓣环间隔部舒张早期峰值运动速度Ｅａ值独立相关。本研究对于阐明主动脉弹性与左心室功能变化的

关系具有方法学的创新性。进一步深入探讨心脏 ＭＤＣＴ评价左心室舒张功能的准确性、开发新的专用软件进一步简化

流程、提高效率是该领域今后的研究方向。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查云飞）

　　【摘要】　目的：采用６４ＭＤＣＴ定量评价冠心病患者左心室舒张功能与升主动脉弹性。方法：连续搜集临床资料完

整、同期（一个月内）进行了心脏超声、冠状动脉心电门控ＣＴＡ及冠状动脉造影的疑诊冠心病患者５２０例。根据冠脉造影

结果初步筛选冠心病患者与非冠心病患者。ＣＴ原始数据或超声资料不完整者、应用了血管活性药物者、严重心肺肾疾病

者、心肌病或瓣膜反流者均予以剔除。最终纳入冠心病组８５例，对照组２８例。所有入选者的 ＭＤＣＴ原始数据在０～

９５％ ＲＲ间期、间隔５％重建后传至ＡＷ４．４工作站，利用相关软件测量二尖瓣口舒张早期峰值血流速度（Ｅ）、舒张晚期峰

值血流速度（Ａ）、舒张早期最大组织运动速度（Ｅａ）、左心室充盈压力（Ｅ／Ｅａ）以及主动脉弹性Ｄ值。所有入选者中随机选

择３２例作为研究亚组评价ＣＴ与超声心功能测量值的相关性。结果：研究亚组ＣＴ和超声测定左心室舒张功能的相关性

好，分别为Ｅ／Ａ（狉＝０．８０，犘＜０．０５）、Ｅ／Ｅａ（狉＝０．８０，犘＜０．０５）。ＢｌａｎｄＡｌｔｍａｎ图显示两种方法对各参数的评价变异性

低。冠心病组与对照组间主动脉弹性Ｄ值及Ｅ、Ａ、Ｅ／Ａ、Ｅａ、Ｅ／Ｅ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冠心病组患者主动脉弹性、左室

舒张功能与冠脉病变程度相关，相关分析显示主动脉弹性Ｄ与Ｅ／Ａ（狉＝０．４５，犘＜０．０１）、Ｅａ（狉＝０．４６，犘＜０．０１）及Ｅ／Ｅａ

（狉＝－０．５１，犘＜０．０１）相关，与Ｅ、Ａ无明显相关。多元分析排除年龄、性别、脉压、高血压、糖尿病等因素及冠脉病变程度

的影响显示Ｄ与Ｅ／Ａ（Ｂ＝０．４０，β＝０．１７，犘＜０．０５）、Ｅ／Ｅａ（Ｂ＝－０．０６，β＝－０．１９，犘＜０．０１）均独立相关。结论：６４

ＭＤＣＴ可同时评价冠心病者左心室舒张功能及主动脉弹性，主动脉弹性与左心室舒张功能相关，主动脉弹性的变化有助

于早期检测舒张功能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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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疾病，其发病

率高、死亡率高，治疗不及时预后不良，早期检出亚临

床病变和及时干预治疗能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１］。主

动脉弹性作为反映大血管功能的指标是人类冠心病患

病风险的标记，主动脉弹性下降与冠脉病变严重程度

以及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密切相关［２３］。主动脉弹

性下降可直接引起左心室压力负荷增加、心肌耗氧增

多，特别在有冠脉基础疾病时冠脉血流相对不足，导致

左心室功能损害，甚至心衰的发生。

目前 ＭＤＣＴ对心脏结构与左心室收缩功能的评

价较成熟，与临床广泛应用的超声心动图、ＭＲＩ、核素

扫描等技术有极好的相关性［４６］，但对于左心室舒张功

能的 ＭＤＣＴ评价很少，国外学者新近对 ＭＤＣＴ评价

左心室舒张功能的可行性做了初步研究［７］，同时，本研

究前期对 ＭＤＣＴ定量评价主动脉弹性做了有益的尝

试［８］，本研究以二维超声作对照，采用６４ＭＤＣＴ一站

式扫描，评价冠心病者主动脉弹性与左心室舒张功能

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

１．临床资料

连续搜集２０１１年９月－２０１２年３月临床资料完

整、同期（一个月内）进行了心脏组织多普勒超声、冠状

动脉ＣＴＡ及冠状动脉造影的５２０例临床疑似冠心病

患者的病例资料，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初步筛选冠

心病患者与非冠心病患者。冠状动脉造影发现至少１

支病变且狭窄程度≥５０％的患者纳入冠心病组，否则

纳入非冠心病组。所有拟纳入研究的病例有以下情况

者均予以剔除：检查过程中应用了β受体阻滞剂稳定、

减慢心率的患者、严重的主动脉疾病包括主动脉瘤、主

动脉夹层或主动脉缩窄、先天性心脏病、心肌病、心脏

瓣膜病、瓣膜反流者、肾功能不全以及心力衰竭、严重

肺部疾病影响正常屏气者，既往心肌梗死病史或经再

血管化治疗（冠脉支架或搭桥）者。

初步入选冠心病组３５０例，其中２０５例ＣＴ检查

过程应用了β受体阻滞剂、２５例ＣＴ原始资料或心脏

超声资料不完整、３０例超声发现二尖瓣和／或三尖瓣

反流、５例因主动脉瘤或夹层而剔除。初步入选非冠

心病组１７０例，其中１０５例ＣＴ检查过程应用了β受

体阻滞剂、２２例心脏超声资料不完整、１５例超声发现

心脏瓣膜反流而剔除。最终纳入冠心病组８５例，非冠

心病组２８例。其中男６７例，女４６例，年龄２０～７８

岁，平均（５７．６±１０）岁。检查过程中，受检者平均心率

５７．８次／分，所有入选者均未使用β受体阻滞剂药物。

所有入选者中随机选择３２例作为研究亚组，对其

ＣＴ左心室功能测量指标与同期超声所测心功能指标

对照分析，以评价两种方法测量的一致性。

２．检查设备及方法

采用ＧＥＬｉｇｈｔＳｐｅｅｄ６４排螺旋ＣＴ，扫描前、后于

检查床上两次测量患者上臂肱动脉血压，取平均值。

以左冠状动脉开口处主动脉截面为监测层面，采用

ＭＥＤＲＡＤＳｔｅｌｌａｎｔＣＴ高压注射器团注对比剂２０ｍｌ

同层动态扫描，监测其时间密度变化，计算每例患者

合适的扫描时间。扫描范围从气管分叉水平至左膈下

１～２ｃｍ。采用非离子型对比剂优维显（３７０ｍｇＩ／ｍｌ）

８０～１２０ｍｌ，注射流率５ｍｌ／ｓ。扫描参数：管电压

１２０ｋＶ，管电流 ２５０～６５０ｍＡ，探测器配置 ６４×

０．６２５ｍｍ，螺距０．２０，球管旋转速度０．３５ｓ／ｒ。图像

重建层厚、重组间隔０．６２５ｍｍ，重建０～９５％ ＲＲ间

期、间隔５％ ＲＲ间期。重建图像传输至 ＡＷ４．４工

作站。

３．左心室功能的 ＭＤＣＴ测量方法

所有病例心功能分析由１名具有１０年心血管病

影像诊断经验的医师在 ＧＥＡＷ４．４工作站完成。

ＭＤＣＴ心脏舒张功能测定指标以二维超声为参照，计

算二尖瓣口舒张早期峰值血流速度（Ｅ）、舒张晚期峰

值血流速度（Ａ）以及二尖瓣环间隔部舒张早期峰值运

动速度（Ｅａ）。

二尖瓣口血流速度的测量按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①根据０～９５％ ＲＲ间期、间隔５％重建图像，软件自

动勾画心内外膜边界，得出２０个期相的左心室容量

（图１ａ、ｂ）；②描绘左心室容量时间曲线（图１ｃ）。随

后，计算每连续两期相容积的变化，并以时间为横轴，

作二尖瓣血流（ｍｌ／ｓ）时间曲线（图１ｄ）。舒张早期、

舒张晚期最大二尖瓣血流（ｍｌ／ｓ）以二尖瓣血流时间

曲线得出，其期相分别对应舒张早期、舒张晚期峰值血

流速度Ｅ、Ａ；③最大二尖瓣血流（舒张早期、舒张晚

期）除以相应的二尖瓣面积，得到舒张早期、舒张晚期

峰值血流速度Ｅ、Ａ，并计算其比值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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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心功能分析软件多期相自动勾画心内膜界限计算左心室容积。ａ）收缩期；ｂ）舒张期；ｃ）左心室容积时间曲线；ｄ）二

尖瓣血流时间曲线。　图２　ａ）二腔心层面显示二尖瓣环；ｂ）四腔心层面显示二尖瓣环；ｃ）短轴面重组显示二尖瓣环；ｄ）

短轴面上进行人工勾画计算二尖瓣口面积。

　　心脏 ＭＤＣＴ二尖瓣面积的测量基于以下步骤。

在 ＭＰＲ上调整定位，左心室轴线垂直于二尖瓣瓣环，

可得到二腔心、四腔心图像，在短轴面图像上、二尖瓣

瓣叶最远处进行了人工勾画（图２ａ～ｄ）。二尖瓣峰值

血流速度＝血流峰值（ｍｌ／ｓ）／二尖瓣面积。

心脏 ＭＤＣＴ二尖瓣组织速度（ｃｍ／ｓ）在二尖瓣环

间隔部进行测量，在四腔心层面以两个解剖标记心尖

和二尖瓣环间隔部定义左心室长度，以其在心动周期

内（２０个期相）长度变化对时间作曲线，可得到二尖瓣

运动速度（图３）。每个期相的时间根据患者检查时心

率计算得来。最后，计算左心室充盈压力＝Ｅ／Ｅａ。

超声检查采用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Ｅ３３型诊断仪，探头频率

１．８～３．３ＭＨｚ。患者左侧卧位，获取标准胸骨旁长短

轴像及心尖部四腔心、两腔心图像。标准脉冲多普勒

成像于呼气末获取Ｅ值和Ａ值，于心尖部四腔心层面

采用组织多普勒测量Ｅａ。

４．主动脉弹性的计算

由一名具有１０年心血管病影像诊断经验的医师

完成。重组后的多期相图像传输至ＧＥＡＷ４．４工作

站。在 ＭＰＲ图像上取主动脉窦上方约２５ｍｍ层面

（相当于右肺动脉干水平）作为测量平面，在不同期相

中切换以保证同一患者测量点是一样的。采用ＭＡＴ

ＬＡＢ７．５软件自编程序半自动图像分割
［８］，测量主动

脉横截面积的变化。每一次图像分割重复测量３次，

取平均值（图５）。主动脉弹性值Ｄ［Ｐａ－１］定义
［８］为：

Ｄ＝
ΔＡ

Ａ０×ΔＰ
（１）

ΔＡ代表所测主动脉截面在心动周期内面积变化

的最大值。Ａ０代表最小管腔面积，ΔＰ代表脉压差。

５．统计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分析，所有计量数据

以狓±狊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狋检验，计

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主动脉弹性与左室功能计

量参数间进行了线性相关分析。冠状动脉不同病变支

数间左心室舒张功能的比较采用 ＡＮＯＶＡ。ＭＤＣＴ

与超声测量心功能指标间相关性及一致性用Ｐｅａｒｓｏｎ

或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及ＢｌａｎｄＡｌｔｍａｎ检验。以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对照组与冠心病组间升主动脉弹性值及与左心

室功能比较

对照组与冠心病组间基线资料见表１，升主动脉

弹性值及心功能指标见表２。

表１　对照组与冠心病组一般资料比较

指标 对照组 冠心病组 ｔ／χ
２ 犘

男性人数 １６ ５１ ０．０４４ ０．８３
年龄（岁） ５６±９．６ ５８±１０．８ －８．４ ０．４０
体重指数（ｋｇ／ｍ

２） ２３．３±４．４ ２４．１±３．０ －０．９３ ０．３６
心率（次／分） ５８．６±１１．０ ５７．７±８．８ ０．４５ ０．６５
脉压（ｍｍＨｇ） ４８±１２ ６０±１４ －３．８ ０．０００
高血压人数 １６ ４１ ０．４１４ ０．５２
高血脂人数 ９ ３４ ０．０２８ ０．８７
糖尿病人数 ７ ２９ ０．０２３ ０．８８
吸烟人数 ９ ２８ ０．３６１ 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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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ａ）收缩期测量左心室长度（二尖瓣间隔部至心尖的距离）；ｂ）舒张期测量左心室长度；ｃ）左心室长度时间曲线；ｄ）二

尖瓣运动速度时间曲线。　图４　ａ）主动脉的冠状面重组图像，选择右肺动脉中部水平主动脉断面，相当于主动脉窦上约

２５ｍｍ处；ｂ）主动脉的横轴面图像；ｃ）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７．５软件半自动图像分割，勾画主动脉管腔轮廓；ｄ）计算主动脉管腔

面积。

表２　对照组与冠心病组左室功能及主动脉弹性值比较

指标 对照组 冠心病组 狋 犘

ＬＶＥＤＶ １２８±１１ １２６±２０ ０．４５ ０．６５

ＬＶＥＳＶ ５３±１１ ５２±１１ ０．３６ ０．７１

ＥＦ ０．６３±０．０９ ０．６１±０．０９ ０．９４ ０．３５

Ｄ（１０－５Ｐａ－１） ２．１３±０．６４ １．４９±０．４４ ４．８ ＜０．０５

Ｅ（ｃｍ／ｓ） ７９±１０ ６８±１５ ３．６ ＜０．０５

Ａ（ｃｍ／ｓ） ６２±１５ ８９±２０ －７．２ ＜０．０５

Ｅ／Ａ １．３０±０．４０ ０．８０±０．２５ ２．２ ＜０．０５

Ｅａ（ｃｍ／ｓ） ８．５±２．１ ７．１±１．８ ３．２ ＜０．０５

Ｅ／Ｅａ ８．６±１．７ ９．９±１．３ －３．４ ＜０．０５

注：ＬＶＥＤＶ为左室舒张末期容积，ＬＶＥＳＶ为左室收缩末期容积，
ＥＦ为射血分数＝ＳＶ／ＬＶＥＤＶ。

两组间的一般基线资料除脉压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性别、年龄、ＢＭＩ、ＨＲ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左

室功能参数ＬＶＥＤＶ、ＬＶＥＳＶ、Ｅ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而Ｅ、Ａ、Ｅ／Ａ、Ｅａ、Ｅ／Ｅａ及弹性Ｄ值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２．冠心病不同病变支数间左室舒张功能参数比较

８５例冠心病患者单支２６例、双支３１例、３支２８

例。升主动脉弹性与左心室舒张功能均随冠脉病变程

度增加而减退（表３）。冠心病不同病变支数的３组间

均值比较，Ｅ和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Ｅ／Ａ、Ｅａ、Ｅ／Ｅａ

和Ｄ进一步采用ＳＮＫ法进行两两组间比较。弹性Ｄ

值在３组间均有差异，Ｅａ和Ｅ／Ｅａ在冠脉单支与双支

病变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Ｅ／Ａ在冠脉

双支与３支病变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相关分析显示主动脉弹性 Ｄ与Ｅ／Ａ（狉＝０．４５，犘＜

０．０１）、Ｅａ（狉＝０．４６，犘＜０．０１）及Ｅ／Ｅａ（狉＝－０．５１，

犘＜０．０１）相关，与Ｅ、Ａ无明显相关性，见表４。多元

分析排除年龄、性别、脉压、高血压、糖尿病等及冠脉病

变程度的影响显示Ｄ与Ｅ／Ａ（Ｂ＝０．４０，β＝０．１７，犘＜

０．０５）以及与Ｅ／Ｅａ（Ｂ＝－０．０６，β＝－０．１９，犘＜０．０１）

仍独立相关。

表３　 冠心病不同病变支数组间左心室舒张功能方差分析

测量指标 单支 双支 三支 Ｆ（Ｐ）

Ｅ（ｃｍ／ｓ） ７７±１４ ７３±１３ ７１±１４ １．３４（＞０．０５）

Ａ（ｃｍ／ｓ） ８２±１６ ９３±１８ ９１±２４ １．２８（＞０．０５）

Ｅ／Ａ ０．８５±０．２１ ０．７１±０．１５ ０．６９±０．１８ ６．２（＜０．０５）

Ｅａ（ｃｍ／ｓ） ８．２±１．４ ７．６±１．５ ６．７±１．６ ６．８（＜０．０５）

Ｅ／Ｅａ ９．３±０．４ ９．７±０．９ １０．８±１．８ １１（＜０．０５）

Ｄ（１０－５Ｐａ－１） １．９４±０．３１ １．４９±０．２６ １．０６±０．２７ ６９（＜０．０５）

表４　冠心病不同病变支数组间左心室舒张功能方差分析

组间比较 单支组与双支组 单支组与３支组 双支组与３支组

Ｅ／Ａ ＜０．０５ ＜０．０５ ＮＳ

Ｅａ（ｃｍ／ｓ） ＮＳ ＜０．０５ ＜０．０５

Ｅ／Ｅａ ＮＳ ＜０．０５ ＜０．０５

Ｄ（１０－５Ｐａ－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ＭＤＣＴ和二维超声左心室舒张功能指标的相

关性及一致性检验

线性相关分析显示ＣＴ和二维超声两种方法对左

心室舒张功能参数的测定相关性好，Ｅ／Ａ和Ｅ／Ｅａ的

相关系数分别为Ｅ／Ａ（狉＝０．８０，犘＜０．０５），Ｅ／Ｅａ（狉＝

０．８０，犘＜０．０５）。ＢｌａｎｄＡｌｔｍａｎ图以每一对测量值的

差值对其均值作散点图，直观显示各指标的９５％一致

性界限。如图所示，Ｅ／Ａ平均差值为０，９５％一致性

界限为（－０．４５，０．３１），Ｅ／Ｅａ的平均差值为１．８，９５％

一致性界限为（－５．３，２．７）（图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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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ＣＴ和超声测量的Ｅ／Ａ值散点图及直线回归方程，两者呈线性关系（狉＝０．８０）。　

图６　以ＣＴ和超声对Ｅ／Ａ每一对测值的差值对其均值的散点图，虚线为９５％一致性

界限。　图７　ＣＴ和超声测量的Ｅ／Ｅａ值散点图及直线回归方程，两者呈线性关系

（狉＝０．８０）。　图８　以ＣＴ和超声对Ｅ／Ｅａ每一对测值的差值对其均值的散点图，虚

线为９５％一致性界限。

讨　论

本研究尝试利用６４ＭＤＣＴ测量冠心病左心室舒

张功能，并与临床广泛应用的二维超声作对比，研究发

现６４ＭＤＣＴ与超声定量评价左心室舒张功能参数

Ｅ／Ａ及Ｅ／Ｅａ相关性好，与Ｂｏｏｇｅｒｓ等
［７］结论一致。

同时，本研究首次评价冠心病患者的升主动脉弹性与

左心室舒张功能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升主动脉弹性与

左心室舒张功能均随冠脉病变程度增加而减退，而且，

主动脉弹性Ｄ值与Ｅ／Ａ及Ｅ／Ｅａ独立相关。

主动脉弹性、左心室功能减退均与冠状动脉病变

程度相关［２，９］，在患者出现临床症状前即可出现主动

脉弹性、左心室功能的异常。冠心病者主动脉弹性与

左心室收缩、舒张功能关系的研究报道较少［１０］。

Ｓａｋｕｒａｇｉ等
［１１］研究结果显示臂踝脉搏波速度（ｂｒａｃｈｉ

ａｌａｎｋｌｅｐｕｌｓｅ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ｂａＰＷＶ）在冠心病组较

非冠心病组明显增高，而两组的收缩压、舒张压并无差

异。

左心室舒张功能异常可能是冠心病者心肌缺血的

早期表现。Ｉｓｈｉｉ等
［１２］用二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应

变成像检测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后心肌缺血性损伤，

发现再灌注后收缩功能恢复至阻塞前近似水平而舒张

功能明显减退，这表明舒张功能减

退是心肌缺血引起的心室功能变

化，较收缩功能障碍出现更早，对

舒张功能的检测有利于提高心肌

缺血的检出率。Ｆｅｎｎｉｒａ等
［９］研究

认为Ｅａ＜８．３ｃｍ／ｓ可以预测心肌

缺血。Ａｒｏｎｓｏｎ等
［１３］研究认为急

性心肌梗死患者舒张功能异常的

出现与再发房颤独立相关，左室充

盈压力的增加促进了心肌梗死后

患者房颤的发生。最近研究表明，

限制性左室充盈模式的患者比非

限制性左室充盈模式的患者死亡

率明显提高［１４］。虽然侵入性左室

充盈压的测量被认为是评价左室

舒张功能最准确的的方法，但不是

理想的复查、追踪方法，难以广泛

应用。目前，作为非侵入性的替代

手段，二维超声心动图普遍用来评

估左室舒张功能，但超声检查对操

作者依赖性强，同时需要密切结合

临床并测量多种指标［１５］包括二尖

瓣血流、组织运动速度以及肺静脉

血流等。文献报道多普勒超声心

动图与心脏磁共振成像对二尖瓣血流的评估价值相

当［１６］，但 ＭＲＩ价格昂贵、技术要求高，有较多的检查

禁忌症，应用相对受限。本研究心功能的评价所需的

资料来自传统冠脉 ＭＤＣＴ的多期相原始数据，无需额

外的图像采集或辐射剂量。初步结果显示心脏

ＭＤＣＴ可用来评价左心室舒张功能，而且 ＭＤＣＴ和

超声对二尖瓣血流评估的相关性较好。

本研究结果显示升主动脉弹性与左心室舒张功能

随冠脉病变程度的增加而减退，与 Ａｈｍａｄｉ
［２］及籍振

国等［１７］研究结论相一致。相关分析显示升主动脉弹

性Ｄ值与左心室舒张功能指数Ｅ／Ａ、Ｅａ及Ｅ／Ｅａ相

关，多元分析排除年龄、性别、体重指数、高血压、糖尿

病及冠脉病变程度等显示Ｄ与Ｅ／Ａ及Ｅ／Ｅａ均独立

相关。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主动脉弹性不仅是高危人群

冠心病发生的预测因子，而且与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相

关，同时参与了冠心病患者心功能损害的进展。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本研究对应用了β受

体阻滞剂药物者予以剔除，而为了取得好的图像质量

目前临床上心血管活性药物的应用仍较普遍，对于用

药对主动脉弹性与心功能测量有无影响及程度值得进

一步探讨并且与其他手段如超声等进行对照研究。

随着数据采集和重建算法的进展，多期相 ＭＤ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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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有望以比目前可用的成像模式更低的辐射剂量完

成心脏检查。进一步深入探讨心脏 ＭＤＣＴ评价左心

室舒张功能的准确性、开发新的专用软件进一步简化

流程、提高效率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６４ＭＤＣＴ可以定量评价冠心病患者

主动脉弹性与左心室功能，尤其是主动脉弹性与左心

室舒张功能的评价能为冠心病患者的临床评价、治疗

方式的选择及预后评估提供更为详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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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ＲＩ在中青年缺血性脑卒中ｒｔＰＡ静脉溶栓治疗中的价值

ＤＷＩ联合血清肿瘤标志物对肝癌术后转移复发早期的

诊断价值

原发性腹膜后脂肪肉瘤ＣＴ表现与病理对照分析

ＭＳＣＴＡ在大型脑膜瘤个性化手术方案设计中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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